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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中医典籍)伤寒论*英译历程回顾与思考

陈#骥#

#何#姗!

#唐#路%

##中医典籍的英译"最早可追溯到
#7

世纪中叶+

#5%8

年"杜赫德编著法语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被称

为
#7

世纪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之一"是西方了解

中国和中医学的重要文献+

#5%7

年"出版商'凯夫(

英译该书"题名)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此书中

医学相关内容包含脉理,药物,医方,卫生四部分"涵盖

高阳生的)脉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一部不知

名的道家养生著作等
%

部中医典籍"是最早出版的中

医典籍英译之作-

#

.

+

)伤寒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一脉贯通的

临床经典"被前人誉为'众法之宗"众方之祖("全书共

##!

个处方"组方严谨"用药精当"临床应用广泛"是传

承中医学的必读典籍"也是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

要载体+

#

#)伤寒论*英译历程的回顾

)伤寒论*英译本自
!"

世纪
7"

年代面世以来"迄

今已有
%"

余年"译本达
#!

种+ 从节译部分原文"传

播中医药知识到推广中医药文化")伤寒论*的英译大

致可分为
%

个阶段-

!

.

+

第一阶段#

#$7#

/

#$$#

年"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

尚未建立"英译名称与策略不尽相同")伤寒论*书名

就有
3B<?H I<? JK?

,

:L-H9?-KM N9OP=19 D=M9<M9

,

)P9<Q=M9 -? N9OP=19 D=M9<M9M &<KM9R OS &-1R

之

别+ 其间"面世的)伤寒论*译作有
G

本"分别为许鸿

源,罗希文$

#$72

年%,

D9<? &/ :T19P 'U

以及
V<K1

J=?

夫妇所译+ 这一时期"中医药文化在目的语国家

处于边缘状态"鲜为人知"此时的英译本"多采取直译"

以读者为导向的归化翻译策略-

%

.

"旨在让目的语国家

初步认识中医药"传播中医药基础知识&限于当时翻译

水平等"多采用了节译+

第二阶段#

#$$!

/

!""5

年"多个中医名词术语与

中医英译标准化项目开始取得初步成果"如世界卫生

组织西太区颁布了)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颁布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

国际标准*等+ 面世的)伤寒论*译作也有
G

本"罗希

文
#$$%

年本和
!""5

年本,魏?杰本和黄海本+ 各译

本在直译的基础上"加用了意译,音译,释义等方法"且

开始采用中英对照的编排方法"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

略-

%

.

"注重典籍原意的传达"且多为全译"旨在突出医

理的阐释"增加临床的实用价值+

第三阶段#

!""7

年至今"中医名词术语与英译标

准化的建立"使得)伤寒论*英译相对成熟+ 代表译本

为杨洁德,刘国晖,罗希文$

!"#2

年%,李照国所译+

主要采用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策略-

%

.

"在传播中

医药基础知识,注重典籍原义传达的基础上"开始重视

中医药文化与内涵的整体诠释+

!

#)伤寒论*英译本特点分析

从译者的角度")伤寒论*英文出版物可分为
$

个

版本"版本概况见表
#

+

其中"许鸿源以吴国定)伤寒论诠释*为底本"以

日本汉医学者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作补充"采用

直译"节译
##7

条原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

世界

7"

年代前日本,台湾,香港等地 )伤寒论* 研究

水平-

G

.

+

罗希文的
)P9<Q=M9 -? N9OP=19 D=M9<M9M &<KM9R

OS &-1R

$

3B<?HB<?1K?

% 是世界第一部完整翻译的

)伤寒论*"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本+ 该本以人民卫

生出版社)伤寒论语释*为底本"按宋本
%$7

条原文顺

序翻译"采用直译,音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协

调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增进西方读者对中医药

的了解-

2

.

+ 附录部分还包含了参考文献,译本中所涉

及的中药$包括拉丁名和功效%,各种脉象以及证候的

解释,方剂介绍$配中文原方%,历代医家名字等-

!

.

+

该本受到了国外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

#$$%

年版附

加了
8""

个临床精选医案"

!""5

年版添加了中文对

照"且版本编排更为简洁"只设有原条文和相应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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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伤寒论*英译版本概况

序号 译者 身份 年份 书名 出版机构 特点

#

许鸿源

$

I-?HS9? IMK

%

美籍华人
#$7#

3B<?H I<? JK?W *911MTP=?H -X &B=?9M9

+9R=A=?9

美国汉方医学研究所 节译

!

罗希文 中国人
#$72F#$$%

!""5F!"#2

)P9<Q=M9 -? N9OP=19 D=M9<M9M &<KM9R OS

&-1R

$

3B<?HB<?1K?

%

新世界出版社 全译

% D9<? &/ :T19P Y 'U

美国人
#$77

)B9 &-?A9TQ -X D=M9<M9 =? <?4?A=9?Q &B=

$

?9M9 +9R=A<1 )9LQY QB9 D=MA-KPM9 -?

&-1R

$

D<;<H9 D=M-PR9PM ZZ3B<?H

$

B<? JK?[

医学和相关科学史杂志 节译

G V<K1 J=?

夫妇 台湾美籍华人
#$$# :L-H9?-KM N9OP=19 D=M9<M9

美国德州中医学院 节译

8

魏?杰

$

,=H91 *=M9;<?

%

英国人
#$$$

3B

%

?HI

&

? J

'

? E? &-1R D<;<H9F)P<?M1<

$

Q=-?

(

&-;;9?Q<P=9M

V<P<R=H; VKO1=A<Q=-?M

出

版社
全译

2

黄海 中国人
!""8

(?QP-RKAQ=-? Q- )P9<Q=M9 -? :L-H9?-KM N9

$

OP=19 D=M9<M9M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全译

5

杨洁德

$

\P9Q< 6-K?H '=9 D9

%

旅澳华人
!""$ 3B<?H I<? JK? :LT1<=?9R

&BKPAB=11 J=.=?HMQ-?9

出

版社
全译

7

刘国晖 旅美华人
!"#8

D=MAKMM=-? -X &-1R D<;<H9

$

3B<?H I<?

JK?

%

W &-;;9?Q<P=9M <?R &1=?=A<1 4TT1=

$

A<Q=-?M

3=?H=?H DP<H-?

出版社 全译

$

李照国 中国人
!"#5

$汉英对照%伤寒论 上海三联书店 全译

##

V<K1 J=?

夫妇英译出版的
:L-H9?-KM N9OP=19

D=M9<M9

"是美国德州中医学院内部教材"是国外学者

翻译的第一个全译本"包括汉语原文,条文拼音,译文

和历代医家注解"内容丰富"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5

.

+

魏?杰的
3B

%

?HI

&

? J

'

? E? &-1R D<;<H9F

)P<?M1<Q=-? ] &-;;9?Q<P=9M

以李培生的)伤寒论*

作为底本"将宋本)伤寒论*作为附录"按病证将条文

归类"每章包括纲要,本证,兼变证,类似证和章节附

录-

!

.

+ 该本以源语为导向"采用文义翻译加注释的方

法-

7

.

"每一条文的翻译首先是中文原文与拼音"其次

是英译,注释以及历代医家的阐发"注重原义的传达以

及引导西方读者阅读汉语原文-

$

.

+ 翻译时避免西医

思维的干扰"力求再现)伤寒论*原貌-

2

.

+ 但该本多采

用字字对应的直译法"用增词法将构成句子的连接词

等置于- .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再现典籍原貌的

目的"但也使得译文结构略显松散"不甚连贯"不甚符

合西方读者的习惯+

黄海的
(?QP-RKAQ=-? Q- )P9<Q=M9 -? :L-H9?-KM

N9OP=19 D=M9<M9M

以高等中医药院校)伤寒论*教材

为底本"版本编排比较简单"包括前言,正文与附录三

部分"正文按照六经病证顺序进行翻译"每一经病证又

分为本证,变证,疑似证"归纳了病机,治法以及各个方

剂的临床应用等"在原条文的基础上增加了辨证要点

和疑难讨论-

!

.

"使学习者掌握重点"把握主线"其译本

能满足英语为母语的留学生的教学需求+

杨洁德的
3B<?H I<? JK? :LT1<=?9R

以明代赵

开美的)伤寒论*为蓝本"译本编排包括中英文对照"

难点总结和临床病例"还添加了)伤寒论*方剂在现代

医学中的应用"附录部分包含了病名索引,术语总结,

参考书目,方剂名,中药名和拉丁名总结等"且于注释

部分+ 译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条文做了详

细的注解"重点突出条文的思想,要点及临床辩证"该

本整体翻译侧重突出)伤寒论*中的医学成分,兼顾文

化信息的传递"文本翻译在句子层面展开"不侧重字对

字的直译"以中医概念解释术语"不排斥使用西医术

语"适合有深厚中医学基础的海外读者阅读-

#"

.

+

刘国晖的
D=MAKMM=-? -X &-1R D<;<H9

$

3B<?H

I<? JK?

%#

&-;;9?Q<P=9M <?R &1=?=A<1 4TT1=A<

$

Q=-?M

在宋本的基础上"参考了陈亦人教授主编的)伤寒

论译释*$

#$7"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伤寒论*$

#$$%

年%教材以及伤寒论大家刘渡舟先生主编的)伤寒论校

注*$

#$$#

年%"以确保翻译尽可能接近源文本+ 该译本

除了前言,译文,附录外"还包括中国朝代时间表,中医

著作作者,汉代以来计量变化,组方,药物描述,药名等

检索"该本重点突出了)伤寒论*的学术与实用属性-

%

.

+

李照国的)$汉英对照%伤寒论*将
%$7

条文作了

简化的今译和完整的英译"未对医理及临床病案加以

阐释发挥"这可能与译者是外语学术背景有关+ 译者

重视句法和语法"不少增译的内容用方括号标出"该本

可以作为学习中医英译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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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英译研究现状

%

!

#

#病症名和方剂名的翻译策略研究#盛洁-

##

.

运用功能对等理论对)伤寒论*病证名英译进行对比"通

过文献分析及语料库佐证"将病证名的英译策略归纳

为#$

#

%病证名语言形式与含义一致时"采用直译的英译

策略"合理的借用西医术语以及恰当地选用一般词汇&

$

!

%病证名表层结构与深层含义矛盾突出时"采用增译

的方法&$

%

%特殊的名称可以采用以音代译的方法"追求

翻译的准确性"而不是形式上的对等+ 柴卉-

#!

.对比)伤

寒论*两译本"总结出方剂的译名"建议从'异化法(,形

合与意合,省略与文化处理等角度翻译"并保留方剂名

的'三保险(译法$即英译,音译和拉丁语%+

%

!

!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宋聪慧-

#%

.运

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

归纳)伤寒论*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依据文化色

彩浓度"合理进行三维转换排序&权衡文学价值与医学

价值"灵活选择翻译方法&合理应用西医词汇与注释"

实现三维对等转换+ 钟慧等-

#G

.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总

结了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强调自然对应语的应用&

简明扼要"添加注释&保持民族特色与独有概念&形神

兼备"音意结合&强调回译等+

%

!

%

#对具体译本的研究#随着)伤寒论*译本逐

渐丰富"学者运用不同的翻译理对不同译本进行研究+

如杨乐-

#8

.运用生态翻译理论"从译者角度入手"认为

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翻译方法也就不同"导致译文的

差异性"提出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角度对原文进行

适应性转换+ 奚飞飞-

$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分析译文

差异的原因"认为译者的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

作经历和历史因素是主要原因"提出译者之间应该加

强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的主体性+ 惠佳蓓-

8

.运用关

联理论对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认为译本的

翻译策略与方法丰富"几乎涵盖所有译法"但在语言的

简洁性和目的上有较大差距+ 盛洁等-

2

.基于功能对

等理论对病证名英译进行比较"认为魏本采用字对字

的直译"除了在某些表层结构与实际含义相一致的病

证名英译时使用合适外"很大程度阻碍了原文信息的

传递"罗本则灵活应用多种英译方法"考虑到了译文的

可读性"更符合功能对等的标准+

G

#)伤寒论*英译的难点和问题

G

!

#

#)伤寒论*英译的难点#首先")伤寒论*语

言深奥"用词简洁精炼"不仅具备古代文化的文学性,

抽象性和模糊性特点&修辞手法以及抽象的术语概念

的使用"又使之具有语言的特殊性+ 著名的伤寒大家

陈亦人概括)伤寒论*语言的五大特点为变,辨,严,

活,简-

#2

.

+ 变即是指言变证多"言常证少"通过对非典

型的,病情疑似的复杂症候的讨论"揭示其诊察的规律

与方法&辨即是指辩证的思想贯穿始终"不仅要辨病

位,病势,病性"还要辨简单或复杂的疑似的症候&严即

是指用药精当,配伍严谨&活即是指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临床应用要灵活处理"随证治之&简即是言简意赅"

用词简洁精炼且语言深奥+ 在英译时就需要译者将省

略的内容补充"才能正确传达文义"若只是孤立地英译

原文"会使读者不明所以"这要求译者要有足够的中医

基础知识及感悟力+

其次"中医名词术语本身不具有一定性"广泛存在

一词多义与外延性现象"如'热("有意为'发热(的'太

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的条文-

#7

.

"

也有意为'热邪(的'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

狂"血自下00宜桃核承气汤(的条文"还有意为'红

色(的'面色反有热色者(的条文&'痰(不仅有有形之

'痰("还有无形之'痰("在翻译时不能一概而论"应根

据内涵采取不同的翻译"以便读者能区分+

再者"部分文化负载词缺乏英译等值词+ 中医病

证名奔豚,蛔厥,脾约,结胸,阴阳易等"具有丰富的文

化色彩与人文内涵+ 这些词缺乏英语等值词"英译时

既要准确传达语义"又要保持民族特色"就要求翻译时

既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文化语境"又要最

大限度的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应根据具体

语境选择西医用语,意译,音译,注释等相应翻译策略+

G

!

!

#)伤寒论*英译的问题

第一"西医名词术语使用频繁+ 由于缺乏等值词"

不少术语选择了西医用语翻译"如许鸿源译本将'霍

乱(译为西医的'霍乱病( $

AB-19P<

%&罗希文译本-

#5

.

将'心下悸(,'心动悸(均译为'

T<1T=Q<Q9

( $心悸%&

'喘家(,'喘(均译为'

<MQB;<

( $哮喘%&将'痿(译为

'

T<P<1S^9R

($瘫痪的,麻痹的%+ 这些西医概念不具

有中医概念的关联性,系统性与外延性"这样笼统翻译

容易使得读者在研读译本时产生理解的偏差+

第二"译者主观性的发挥+ 译者的学术和文化背

景及其对中医理论的把握等诸多主观性因素会对英译

典籍产生影响+ 无论是)伤寒论*底本的选择"还是翻

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以及版本的编排等"都受到译者

主观性的制约+ 如)伤寒论*原文-

#7

.

'寒实结胸"无热

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据考证其应为

'与三物白散(%"其中'三物白散("英语专业背景的罗

希文采用音译"将其译为'

_<=M<? V-`R9P

(

-

#5

.

"而中

医专业背景的黄海采用增词译法"将其译为'

3;<11

`B=Q9 T-`R9P -X QBP99 RPKHM

(

-

#$

.

+ 对于西方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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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3;<11 `B=Q9 T-`R9P -X QBP99 RPKHM

(更为直

观形象"容易使读者对方剂名称,药物组成产生直观印

象"而'

_<=M<? V-`R9P

(则很难达这种效果+ 对英译

中医典籍这种专业性强的工作"单个的译者无论是在

语言能力还是专业性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各个

译者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互通有无+

8

#结语

在)伤寒论*英译初期"中医药在西方鲜为人知"

故多以节译为主"主要传播中医药基础知识+ 随着中

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伤寒论*英译开始

向突出其医学价值,传播中医药文化转变+ 笔者在整

理)伤寒论*英译本及其英译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伤

寒论*自身语言特点,中医术语不规范,部分文化负载

词缺乏等值词是)伤寒论*英译的难点"西医术语使用

频繁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伤寒论*英译的主要

问题+ 因此"建议中医英译界对中医的典籍的经典病

证名及高频词汇做出英译规范&在中医典籍英译实践

时"应该更注重中医,语言,传播学背景的学者交互融

合"取长补短"探索如何用世界通行的语言将中医文化

的内涵传神达意地呈现+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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