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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交际翻译策略视角下的'金匮要略(英译研究

)))以罗希文译本为例

沈晓华

$$'金匮要略(随着中医西传的浪潮被译成多种文

字"其英译本就多达数种* 本文以罗希文教授
#7>;

年所译'金匮要略(为研究文本"从交际翻译策略视角

分析该译本在中医学医理+病症描述+方剂治法三个层

面的英译逻辑和方法* 本文认为"罗译本借助交际翻

译策略"灵活运用多种归化译法"实现了译文与读者间

的有效沟通"为中医典籍在西方的有效传播提供了重

要启示*

#

$'金匮要略(及其英译

'金匮要略(是医圣张仲景关于内伤杂病的一部

专著"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病因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医内科学的奠基之作* 目前"国内外已出版的

'金匮要略(英译本共有
>

部"具体见表
#

*

在这些译本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罗希文

教授于
#7>;

+

#779

+

!"";

年分别推出了由新世界出

版社出版的
<

个译本#

#7>;

年版的
5/,1JDAD 1K

L.=DE.AJMA1,D 1K MN= :12O=, %N+@P=.

$金匮要略

方略%包括正文和附录"且正文中的翻译附有注释和评

论"附录包括中英文对照的脉象+方剂+术语和医家名&

#779

年版的
5/,1JDAD 1K L.=DE.AJMA1,D 1K MN=

:12O=, %N+@P=. QAMN <"" %+D=D

在
#7>;

年版的

基础上增加了
<""

个医案&

!"";

年的大中华文库版

是
#7>;

年版的删减本"其中正文中的注释和评论被

全部删去"附录也整体省去,

#

-

"这与
!"";

年版所采用

的体例有关* 该版.目录/前的.体例/明确指出#本书

两种文字对照"只用原文"没有解释,

!

-

* 阮继源+

张光霁
!""<

年出版的'汉英对照金匮要略(和宋旭明

!""7

年的
R,O=.DM+,OA,S MN= &A, :-A T+1 UV=

都

是提供给中医学习者的教材&阮继源+张光霁的版本在

国内一些中医院校推行"而宋旭明的英译本在海外中

医学习者中的接受度较高* 台湾中医药学博士许鸿源

于
#7><

年出版的译本则是中英双语对照"面向普通

读者的通俗读本"在翻译策略上采用归化译法* 英国

中医翻译家魏?杰博士
!"#!

年所译版本'金匮要略

英译与注释(秉承了他一贯的.忠实地在译文中复现

出中医概念系统原始面貌,

<

-

/的英译思想"故而主要

采用异化法* 李照国教授于
!"#;

年全译的'汉英对

照金匮要略(以中医学界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和释义

表
#

#'金匮要略(国内外英译本一览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年份

罗希文
5/,1JDAD 1K L.=DE.AJMA1,D 1K MN= :12O=, %N+@P=.

新世界出版社
#7>;

年

罗希文
5/,1JDAD 1K L.=DE.AJMA1,D 1K MN= :12O=, %N+@P=. QAMN <"" %+D=D

新世界出版社
#779

年

阮继源"张光霁 '汉英对照金匮要略(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

罗希文 $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金匮要略( 新世界出版社
!"";

年

李照国 '汉英对照金匮要略( 三联书店出版社
!"#;

年

W1,S

#

T=, WD-

$许鸿源%

X )+,S 5-

#

/=,

%NA, Y-=A T+1 U-=N

#

L.=DE.AJMA1,D K.1@ MN= :12O=, %N+@P=.

G.A=,M+2 W=+2A,S Z.MD ',DMA

#

M-M=

$美国汉方医药研究所%

#7><

年

5-,S T-[

#

*A,S

$宋旭明%

R,O=.DM+,OA,S MN= &A, :-A T+1 UV=

L=1J2=

%

D *=OAE+2 L-P2ADNA,S

W1-D=

$人民卫生出版社%

!""7

年

4AS=2 )AD=@+,

$魏?杰%

X 5+PA,= )A2@D

&A, :-A T+1 U-=

#

?DD=,MA+2 L.=DE.AJMA1,D 1K MN= :12O=, %+PA,=M\

(.+,D2+MA1, X %1@@=,M+.A=D

L+.+OAS@ L-P2AE+MA1,D

$美国标登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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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重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的标准化问题"在术语

和方药的注释方面比较准确"具有较好的学术性*

!

$交际翻译策略

#7>#

年"英国翻译学家+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代

表人物彼得纽马克在其著作'翻译问题探讨( $

ZJ

#

J.1+EN=D M1 (.+,D2+MA1,

%一书中提出了语义翻译

$

D=@+,MAE M.+,D2+MA1,

%和交际翻译 $

E1@@-,AE+

#

MAV= M.+,D2+MA1,

%两种翻译模式,

$

-

* 语义翻译侧重源

语文本"忠实于原作的字词句篇"尽量完全再现原作的

字面意义和形式* 而交际翻译则侧重考虑译语读者的

接受度"在力求传递原作核心意义的同时保证译文的

流畅和地道"以达成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

二者间的交际功能* 交际翻译视译文的读者为平等交

流的对象"考虑读者在阅读时的预期体验和反馈* 译

者不会将语言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障碍和文本歧义

带至读者"以免让他们产生困扰* 交际翻译同时激活

了译者的主体意识"允许译者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对原

文采用更为灵活的归化译法"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原作

进行阐释性翻译* 交际翻译模式作为一种实用的翻译

策略常应用于广告文案翻译+新闻编译+公示语翻译+

科技类文体翻译等许多非文学体裁的翻译* 作为中医

经典的'金匮要略(属于中国古代科学著作&罗希文教

授的译本集中体现了交际翻译策略在其中的灵活运

用"是中医英译实践中的上乘之作* 由于罗希文教授

#7>;

年出版的译本较为全面"其中的注释和评论以及

作者序等副文本都是英译研究的重要材料"因而笔者

以该译本为依托"试从三个层面对交际翻译策略在

'金匮要略(英译中的应用展开剖析*

<

$罗译本中交际翻译的三个应用层面

<

!

#

$中医学医理的英译$'金匮要略(中的理论

建立在朴素的阴阳五行理论之上"行文简明"但富于哲

学思辨&在中医古籍外译过程中"中医学理论的跨语传

播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罗译本在医理英译方面注重

文本的译语表达"在选词构句上不拘泥于原文"而是灵

活运用多种归化式译法"实现医理之意的有效传递*

例
#

!原文#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

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

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

!

-

*

译文!

)N=, MN= 5J2==, AD M1,AKA=O QAMN DQ==M

O.-SD

"

MN= YAO,=/ QA22 P= EN=E[=O3 (N=, MN= .=

#

DM.AEM=O YAO,=/ QA22 P= Q=+[ A, 0AM+2 ?,=.S/

"

.=,

#

O=.A,S AM -,+P2= M1 EA.E-2+M= )+M=.3 )NA2= MN= )+M=.

DM+S,+M=D

"

MN= W=+.M 0AM+2 ?,=.S/ QA22 P= DM.1,S =

#

,1-SN M1 E-.P MN= U-,S3 Z O=KAEA=,M U-,S QA22 ,1M

EN=E[ MN= UAV=.3 51 MN= UAV=. 0AM+2 ?,=.S/ QA22 P=

DM.1,S =,1-SN M1 N=+2 MN= UAV=. D/,O.1@=

,

9

-

3

分析!这是'金匮要略(开篇谈及.治未病/时所言

五行和五脏相克而有实脾使肝自愈的原理* 原文在论

及五脏相克时均用.伤/字&显然"该字不可直译为

N+.@

"否则译文便成了.有违常识/的论断* 译者在

选词时从读者的理解角度出发"分别选用.

EN=E[

/和

.

E-.P

/来译.伤肾/和.伤肺/中的.伤/"充分照顾到

读者在与译文的互动交际中对于言辞的深入领悟能

力* 具体而言".脾能伤肾/并非肾气太强而要打压肾

气"其目的在于使肾气稳定不动而受到抑制"

EN=E[

一词正表达了.固定住某一状态"使之动弹不得/的含

义"这也是为何在国际象棋中".一方将了对方国王一

军/用
EN=E[

的道理* 同时"该词又与其后的.水不

行/相应&译者用
)+M=. DM+S,+M=D

$水停滞不动%"正

与肾被僵住不动的状态$

EN=E[=O

%一致* .心火气

盛"则伤肺/是说.心火/能够抑制肺金的过度旺盛"而

E-.P

一词意在表示遏制不好的状态"使之不再继续发

展"就如同
E-.P

的本义#勒住马缰"使之不再继续狂

奔* 当过盛的肺金被遏制"它也无法再困住肝木

$

EN=E[ MN= UAV=.

%"从而肝气盛"肝自愈* 译者不仅

在选词上注重实现译文交际的语用功能"同时在行文

上也以读者易于理解为前提* 在译.脾能伤肾/时"译

者增译出.

)N=, MN= 5J2==, AD M1,AKA=O QAMN DQ==M

O.-SD

/$以甜味药物滋养脾脏%"从而承接前文.甘入

脾/的论述"使行文逻辑连贯* 另外"译者不直译.能/

为情态动词
E+,

"而通过增加
QN=,

引导的伴随状语"

用将来时
QA22

以被动态做客观陈述"拉近了与读者间

的沟通距离* 交际式话语的另一大特点是行文的自然

流畅"为读者带来较好的阅读体验* 译者在处理.肾

气微弱"则水不行/时"首先增加表程序连接的标记词

MN=,

"自然过渡到下文"后增译出
.=DM.AEM=O

"明确此

处的主语 .肾 / 是被约束的状态" 呼应前文的

EN=E[=O

&.则/在医古文中较为常见"是表因果+转折

等逻辑关系的连接词"此处当表因果关系"而译者并不

用
+,O

或
D1

这样的连词对译"却巧妙的选择现在分

词短语作伴随状语"行文一气呵成"表达地道*

例
!

!原文#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 风气虽能

生万物"亦能害万物,

!

-

*

译文!

*+, 2AV=D A, + Q1.2O QAMN ]AV= ?V12-MAV=

LN+D=D

$

]AV= ?2=@=,MD

"

)-BA,S

%

+,O S.1QD -J

A, + D-AM+P2= E2A@+M=3 (N= E2A@+M= E+, J.1@1M=

+,O SAV= PA.MN M1 +22 E.=+M-.=D -,O=. N=+V=,

"

P-M

@+/ +2D1 A,I-.= +,O N-.M MN=D= E.=+M-.=D

,

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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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句论述的是风气对自然万物以及人的影

响* 译者并未完全按原作对译"而是采用了符合译语

文化语境的解释性翻译方式"如译者将.人禀五常/释

义为
*+, 2AV=D A, + Q1.2O QAMN ]AV= ?V12-MAV= LN+

#

D=D

$人类生活在五行元素构成的世界中%"并且通过

文内注释为读者提供了.五行/的另外两种常见译法

]AV= ?2=@=,MD

和
)-BA,S

"增加了译文与读者间的互

动* 与此同时"译者援引'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一教

材!中医学基础(中五行的定义"对该术语进行文外

注释#

)11O

"

]A.=

"

?+.MN

"

*=M+2 +,O )+M=. +.= MN=

KAV= =DD=,MA+2 D-PDM+,E=D MN+M E1,DMAM-M= MN= @+

#

M=.A+2 Q1.2O

"

+,O +.= +2D1 A,OADJ=,D+P2= M1 MN=

O+A2/ 2AK= 1K N-@+, P=A,SD3 (N=/ +.= A,M=..=2+M=O

MN.1-SN @-M-+2

#

J.1O-EMA1, +,O @-M-+2

#

E1,^-=DM

$

EN=E[A,S

%"

+,O -,O=.S1 =,O2=DD EN+,S=D +,O

@1V=@=,M

,

9

-

* 这样不仅使五行概念更加清晰"亦能

佐证相关文本的论述"如注释中所言
@-M-+2

#

J.1O-E

#

MA1, +,O @-M-+2 E1,^-=DM

$

EN=E[A,S

%"

+,O -,

#

O=.S1 =,O2=DD EN+,S=D +,O @1V=@=,M

$五行相生

相克+变化无穷%就是对例
#

的印证* 译者在该句中

对.风气/的英译处理"也体现了交际翻译的对话式特

点#译者舍弃.风气/的直译.

)A,O 0AM+2 ?,=.S/

/"转

而采用更为通俗的
E2A@+M=

"同时给出文外注释
%2A

#

@+M=

#

(N= 1.ASA,+2 M=BM AD _ )A,O 0AM+2 ?,=.S/ _

$

K=,S^A

%

3 )N=, MN= DAB E2A@+MAE K+EM1.D

$

)A,O

"

%12O

"

5-@@=.

#

N=+M

"

W-@AOAM/

"

F./,=DD +,O

]A.=

%

+.= ,1.@+2

"

MN=/ +.= M=.@=O MN= DAB

$

,1.

#

@+2

%

E2A@+MAE K+EM1.D3 )NA2= MN=/ =BADM A, +, +P

#

,1.@+2 DM+M=

"

MN=/ P=E1@= J+MN1S=,=MAE

$

E2A

#

@+MAE

%

K+EM1.D

,

9

-

* 译者在注释中点出译文所用词汇

并非原文的.风气/"并进一步解释六气及六淫的内

涵#译者通过注释与读者展开交流"不仅兼顾了正文的

语言流畅与可接受度"同时深化了读者对中医基本概

念的理解* 哲学性是中医典籍的一大特点"也构成了

中医英译的一大难点"罗译本在该例中采用的区别于

原文的解释性翻译辅以文内外注释的英译模式有利于

中医典籍在海外的普及性传播*

例
<

!原文#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

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

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

-

*

译 文!

G,= DN1-2O E+.=K-22/ J.1M=EM 1,=

&

D

`1O/ a=DADM+,E= +,O +V1AO MN= +MM+E[ 1K E2A@+MAE

J+MN1S=,AE K+EM1.D3 GMN=.QAD=

"

%N+,,=2D +,O

%122+M=.+2D QA22 P= VA12+M=O +,O N=+2MN =,O+,

#

S=.=O3 ', E+D= J+MN1S=,AE K+EM1.D N+V= A,V+O=O

MN= %N+,,=2D +,O %122+M=.+2D

"

@=OAE+2 M.=+M@=,M

DN1-2O P= SAV=, A, MA@= M1 DM1J MN= M.+,D@ADDA1,

1K J+MN1S=,AE K+EM1.D A,M1 0ADE=.+ +,O `1Q=2D3 'K

MN=.= AD N=+VA,=DD +,O -,=+DA,=DD A, MN= =B

#

M.=@AMA=D

"

F+1/A,

"

(-,+

"

+E-J-,EM-.= +,O :+1

#

@1 MN=.+JA=D DN1-2O P= J.+EMAE=O M1 E2=+. MN=

,A,= 1.AKAE=D

,

9

-

3

分析!'金匮要略(.养慎/思想对后世养生学说具

有较大的影响"而该词的源出就是此句* 译者按现代

医学术语将.养慎/释义为
J.1M=EM 1,=

&

D `1O/ a=

#

DADM+,E=

$养护自身的肌体抵抗力%"精准地传达出

.养慎/的核心观念"并将译文置于读者所熟悉的现代

医学话语体系中"使二者间的交流更易产生共鸣* 该

处.邪风/也未直译成
=VA2 QA,O

"而是解释性地译为

E2A@+MAE J+MN1S=,AE K+EM1.D

$因气候产生的致病因

素%"与前文的
`1O/ a=DADM+,E=

相应"同是现代医学

表述* 除此之外"译者将原文的言外之意显化"使译文

在交际过程中更易理解"并融入前后文语境* 如译者

将.适中经络/译为
%N+,,=2D +,O %122+M=.+2D QA22

P= VA12+M=O +,O N=+2MN =,O+,S=.=O

"其中
N=+2MN

=,O+,S=.=O

便是依据.适中经络/造成的后果增译出

的部分&若无此增译"则缺乏经络概念的西方读者对此

或感不解* 在传译导引+吐纳+膏摩这些传统中医疗法

时"译者采用文外注释法加以说明#

F+1/A,

#

`.=+MN

#

A,S +,O JN/DAE+2 =B=.EAD= MN=.+J/ -D=O A,

+,EA=,M MA@=D

"

DA@A2+. M1 J.=D=,M

#

O+/ 6AS1,S

MN=.+J/

$古代的呼吸及身体锻炼疗法"类似今天的气

功疗法%&

(-,+

#

`.=+MNA,S MN=.+J/ J.+EMAE=O A,

+,EA=,M MA@=D

$古代的呼吸疗法%&

:+1@1

#

a-PPA,S

+.=+D +KK=EM=O QAMN .N=-@+MAE 1. D[A, OAD=+D=D

QAMN 1A,M@=,M

$用膏油摩擦风湿或皮肤疾病之患

处%

,

9

-

* 译者采用西方读者所熟知的
P.=+MNA,S

+

JN/DAE+2 =B=.EAD=

+

6AS1,S

+

.-PPA,S

等现代健体方

法对上述概念进行关联性解释"使这些中医意象更为

具体"更加贴近读者* 该段最后"译者更是用反说正译

法将.勿令九窍闭塞/正译为
_ E2=+. MN= ,A,= 1.A

#

KAE=D_

"使译文涵义更为明确"且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亦

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

!

!

$病症描述的英译$'金匮要略(所涉及的病

症种类达二十多种"如疟病+百合病+黄疸病+奔豚气

病+水气病等* 除固定术语"如风寒暑湿燥火等"罗译

本在病症描述方面的英译也多采用归化法*

例
$

!原文#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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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寒,

!

-

*

译文!

L-2D= 1K + J+MA=,M QAMN *+2+.A+ AD +2

#

Q+/D MASNM3 (ASNM

#

DJ==O/ J-2D= A,OAE+M=D + D/,

#

O.1@= 1K W=+M ,+M-.=3 (ASNM

#

D21Q J-2D= A,OAE+M=D

+ E+D= 1K %12O ,+M-.=

,

9

-

3

分析!该句描述的是疟病的脉象特征* 弦脉喻指

患者的脉象似弓弦一样紧绷"译者取义而舍形"将隐喻

所指显化"直接译为
MASNM

"便于读者理解* 其后"译者

将.热+寒/具体化为热症$

D/,O.1@= 1K W=+M ,+

#

M-.=

%和寒症$

+ E+D= 1K %12O ,+M-.=

%"使原文中抽

象的寒热纳入到可描述的症状范畴* 此外"译者通过

文外注释进一步指出译文所用
@+2+.A+

$疟病%并不完

全等同于疟疾#

*+2+.A+

$

4-=PA,S

%

A, (%* AD ,1M M1

#

M+22/ =^-AV+2=,M M1 @+2+.A+ A, @1O=., @=OAEA,=

*

同时"他在注释中翻译了吴谦的释义#

*+2+.A+ AD

E+-D=O P/ +, A,M=.@A,S2A,S 1K J+MN1S=,=MAE K+E

#

M1.D W=+M +,O %12O3 'M E+, +JJ=+. A, +22 MN.==

T+,S +,O MN.== TA, %N+,,=2D3 ZD MN= J+MN1S=,=M

#

AE K+EM1.D 2A= P=MQ==, MN= ',M=.A1. +,O MN= ?BM=.A

#

1.

"

AM AD + D/,O.1@= E2+DDAKA=O +D P=21,SA,S M1

MN= U=DD=. T+,S %N+,,=23 (N-D MN= J-2D= AD +2

#

Q+/D MASNM

,

9

-

"如此便呼应了正文中疟病分寒症和热

症的表述"同时解释了疟病弦脉的原因* 这种文内翻

译文外注释的编译式策略是对病症的深度翻译"有助

于专业领域的读者开展学术探讨*

例
9

!原文#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

芪汤主之,

!

-

*

译文!

F=E1EMA1, 1K a+OAB 5M=JN+,A+= (=M.+,

#

O.+= +,O a+OAB ZDM.+S+2A W=O/D+.A @+/ P= J.=

#

DE.AP=O K1. )A,O

#

W-@AOAM/ OAD=+D= QAMN K21+MA,S

J-2D=

"

N=+VA,=DD A, @1V=@=,M

"

J=.DJA.+MA1, +,O

D=,DAMAVAM/ M1 QA,O

,

9

-

3

分析!该句出自'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

主要论及风湿病状及诊治* 译者以风湿为核心词"通

过
QAMN

引导的介词短语后置作修饰成分"将原文中的

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逐个译出* 其中".脉浮/因译语

结构的重组由主谓结构转译为偏正结构
K21+MA,S

J-2D=

&.身重/是患者的主观感受"即自觉身体沉重"

行动笨拙"译者取病症的可见表征"译出行动笨拙

N=+VA,=DD A, @1V=@=,M

"实得原文要义&.汗出/译

作
J=.DJA.+MA1,

"较
DQ=+MA,S

更为书面化"符合语体

特点&.恶风/的直译文为
K=+. 1K QA,O

"然译者未做直

译处理"而是选择在译语中更为常用的
D=,DAMAVAM/ M1

QA,O

$对风敏感%"这种取舍体现出译者对于文本交际

功能的重视*

例
8

!原文#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

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

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销烁肌肉,

!

-

*

译文!

)N=, TA, AD AD12+M=O +,O =BN+-DM=O

"

T+,S 0AM+2 ?,=.S/ QA22 P= -,.=DM.+A,=O +,O E+-D=

+ K=V=. QAMN .=DM2=DD,=DD +,O A..AM+MA1,

"

+EE1@

#

J+,A=O P/ N=+M A, N+,OD +,O K==M +,O ,+-D=+3

(NAD AD M=.@=O F+,,-=

"

1. *+2+.A+ QAMN K=V=. P-M

QAMN1-M ENA22D

"

+ D/,O.1@= E+-D=O P/ +, +EE-

#

@-2+MA1, 1K J+MN1S=,AE K+EM1.D A, MN= =JAS+DM.A-@

+,O MN= @-DE2=D3 (NAD QA22 E1,D-@= MN= @-DE2=D

+,O @+[= MN= J+MA=,M MNA, +,O Q=+[

,

9

-

3

分析!该段中"译者对于症状的描述比较灵活#

.热而少气烦冤/中的.少气/在译文中被省略不译"

.烦冤/按单字义拆开分别译为
.=DM2=DD,=DD

和
A.. A

#

M+MA1,

".欲呕/作.恶心/解"译为
,+-D=+

* 在翻译

.瘅疟/时"译者采用解释性翻译.

1. *+2+.A+ QAMN K=

#

V=. P-M QAMN1-M ENA22D

$只发热不寒战的疟病%/"补充

说明病症名.瘅疟/的医学内涵* 在英译.令人销烁肌

肉/时"译者在字面传译的基础上"增译出.销烁肌肉/

的言外之意"即
@+[= MN= J+MA=,M MNA, +,O Q=+[

$令

病者瘦弱%"凸显了译文言辞的读者沟通特点* 在译

文结构上"译者注重行文的连贯性"巧妙地运用过去分

词结构后置修饰名词的句式"如
333 +EE1@J+,A=O

P/333

"

333E+-D=O P/333

"不仅使译文简洁"同时保证了译

文与原文在叙述顺序上的一致性"便于读者进行中英

文的对照阅读*

<

!

<

$方剂治法的英译$'金匮要略(中除医理及

病症的论述外"其中大量的方剂治法也为后世所尊崇"

如其中论及的汗+吐+下+温+和等基本治法以及针灸+

导引等外治法&'金匮要略(中的方剂众多"罗译本主

要采用音译法$限文化类方剂"如白虎汤
`+AN- F=

#

E1EMA1,

%或依照方剂主要成分的拉丁学名对译"其中

与方剂搭配的动词.主/字译文多样"行文富于变化*

例
;

!原文#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

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

!

-

*

译文!

%+D=D QAMN (ASNM

#

D@+22

#

M=,D= J-2D= E+,

P= E-.=O QAMN J-.S+MAV=3 (ASNM

#

D21Q J-2D= .=

#

DJ1,OD Q=22 M1 O.-SD QAMN Q+.@A,S +S=,MD3 %+D=D

QAMN MASNM

#

M=,D= J-2D= E+, P= M.=+M=O QAMN OA+JN1

#

.=MAE 1. +E-J-,EM-.= +,O @1BAP-DMA1, MN=.+J/3 ?

#

@=MAE E+, P= SAV=, QN=, J-2D= AD K21+MA,S

#

N-S=3

(ASNM

#

DJ==O/ J-2D= A,OAE+M=D =V+,=DE=,E=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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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N1S=,AE K+EM1.D3 Z D-AM+P2= OA=M AD + J.1J=.

M.=+M@=,M

,

9

-

3

分析!该句是针对疟病的不同脉象提出的针对性

治法* 原文的流水句式较为固定"主要以.$某脉象%

者可$某治法%/为表达范式"而译文则结合英语的形

合特点"句式变化多样"词汇使用丰富"如此句中治法

的英译结构便各有不同#.下之/译为
E+, P= E-.=O

QAMN J-.S+MAV=

" .温之 / 译为
.=DJ1,OD Q=22 M1

O.-SD QAMN Q+.@A,S +S=,MD

" .吐之/译为
=@=MAE

E+, P= SAV=,

".可发汗+针灸/译为
E+, P= M.=+M=O

QAMN OA+JN1.=MAE 1. +E-J-,EM-.= +,O @1BAP-DMA1,

MN=.+J/

* 译者将治法动词转译为相应的名词"如

.下/转译为
J-.S+MAV=

" .温/ 转译为
Q+.@A,S +

#

S=,MD

".吐/转译为
=@=MAE

".发汗/转译为
OA+JN1

#

.=MAE MN=.+J/

"同时又以不同的动词短语支配上述名

词"如
P= E-.=O QAMN

"

.=DJ1,OD Q=22 M1

"

P= M.=+M=O

QAMN

"

P= SAV=,

* 如此一来"译文的句式表达更为灵

活"避免了一成不变的译文结构可能带给读者的乏味

感和审美疲劳*

例
>

!原文#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

主之,

!

-

*

译文!

)N=, `-2P-D UA2AA D/,O.1@= 1EE-.D +K

#

M=. MN= +O1JMA1, 1K OA+JN1.=MAE

"

F=E1EMA1, 1K `-2

#

P-D UA2AA +,O aNAb1@+ Z,=@+..N=,+= E+, P=

-D=O +D + E-.+MAV=

,

9

-

3

原文#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

黄汤主之,

!

-

*

译文!

'K ,1 =@=MAE

"

J-.S+MAV= 1. OA+JN1.=MAE

N+D P==, J.=DE.AP=O K1. `-2P-D UA2AA D/,O.1@=

"

/=M D/@JM1@D +,O DAS,D 1K `-2P-D UA2AA D/,

#

O.1@= +.= DMA22 J.=D=,M

"

F=E1EMA1, 1K `-2P-D UA2AA

+,O a+OAB a=N@+,,A+= QA22 P= =KK=EMAV= A, E-.A,S

MN= E+D=

,

9

-

3

原文#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

主之,

!

-

*

译文!

)N=, `-2P-D UA2AA D/,O.1@= 2+DMD K1.

+, =,MA.= @1,MN

"

MN= J+MA=,M QA22 P=E1@= MNA.DM/3

)+DNA,S MN=.+J/ 1K `-2P-D UA2AA E+, P= +O1JM

#

=O

,

9

-

3

分析!上述三段是论述百合病在不同阶段或情形下

的汤剂治疗方法* 译者按百合的拉丁学名译出
`-2P-D

UA2AA

比之音译成
`+AN=

更为合适"因为百合作为药物名

称具有学术指陈的唯一性"且译出该药的学名也利于读

者知晓百合病是因在治疗时多以百合为主药的命名特

点* 在译.百合病/中的.病/字时"中医学界多采用三

种方式#

OAD=+D=

"

OAD1.O=.

"

D/,O.1@=

"罗译本采用

了
D/,O.1@=

"既体现了语义翻译的考证特点"也实现

了交际翻译的传达功能* 从字面义来看"

OAD=+D=

是古

人所言的病$大恙%"是一个概略性的词汇"与之相对的

是疾$小恙%"可译为
A22,=DD

&

OAD1.O=.

也可指病症"但

侧重身体系统或功能的紊乱&

D/,O.1@=

则指一种复杂

的疾病"其症状多样"并且相互关联"形成一组症候群*

从百合病的特点来看"其症状繁杂"可能在多种特定疾

病中均有所见"因而也易被误诊"当属现代医学所说的

综合症* 因而罗译本
`-2P-D UA2AA D/,O.1@=

的译法从

现代医学的角度是最接近该病症原义的"也能够帮助读

者认识到该病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对于三段中所出现

的三种方剂#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百合洗方"译者

主要采用译出药物拉丁学名的方式进行翻译"体现了方

剂的唯一性* 至于方剂之后所出现的.$某某汤
H

方%主

之/的表达范式"罗译本仍遵循行文多样的特点"将.主

之/分别译为#

E+, P= -D=O +D + E-.+MAV=

"

QA22 P= =K

#

K=EMAV= A, E-.A,S MN= E+D=

"

E+, P= +O1JM=O

三种不

同形式"使译文的阅读性更强*

$

$结语

'金匮要略(的英译为中医文化和医疗技术在海外

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译语文本和语言支持* 罗希文教

授的译本通过运用交际翻译策略"并在英译时灵活采用

增译+释义+文内外注释+显化+省译+转译等方法"于遣

词造句中体现了译文的读者沟通特点"使其译文具有较

好的译语阅读体验"是中医典籍西传中不可多得的英译

范本"而对该译本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金匮要略(英

译工作的深入开展及相关文献的跨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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