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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英译 •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载体。随着“一带一路”“让中医

走出去”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医药文献，尤其

是经典的古籍文献的翻译对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和传

播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医古籍具有的学术地位、临床

价值和文化内涵不可估量，中医药古籍文献翻译的准

确性、严谨性与可读性直接影响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

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及世界医学的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然而，医学古籍文献的翻译并非易事。中医语

言多为医古文，词义隐晦，且某些古代文言文的含义

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如何以恰当的方式传递中医知

识和文化内涵，使得译本为本国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

境中的受众所接受，有赖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

主体作用。

1 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

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

出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创造意识。译者一方面以主观

能动性克服客观制约性，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语境等

客观外部环境和思维方式等译者自身因素的影响 [1-3]。

部分研究者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能动性、为我性和受

动性 3 个方面的辨证统一 [4, 5]。“为我性”主要体现

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译者总是按照自

己所意识到的译入语文化需要和翻译目的，决定其翻

译策略 [1]。“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利用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和创造意识 [2]，克服如双语差异、语境差异

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发挥主体选择作用 [6]。译者翻译

医学古籍文献不但要克服中英文之间的语言差异，还

要意识到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英语与医学英语的

差异性，对原文进行加工和再造。“受动性”表现在

译者不仅受到来自原作者语言风格和译语文化、读者

期待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7]，还受到译者自身因素的

制约，如译者自身的认知图式、思维方式、价值标

准等 [8]。对翻译古籍文献而言，译者“受动性”还

包括自身综合文化素质和修养、古汉语功底，对英文

的驾驭能力等。所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取决于是否

能够平衡“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3 个元素之间

的关系。

2 简明英语运动

简明英语运动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伦敦，当时

国家一些职能部门出台的公文语句冗长、晦涩难懂，

让民众十分费解。1977 年美国纽约州通过了简明语

言法（plain language law），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切

实保证颁布的每项法令“以简明易懂的英语撰写，以

使须依照有关法令办事的人都能看懂”[9]。简明英语

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卷美国并波及到欧洲，所涉领

域也由政府公文写作，逐步拓展到法律、商业、技术、

医疗等实用性文本的写作。李长栓教授曾在《非文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10] 一书中提出了简明英语的基本原

则，包含：（1）篇章布局合理；（2）言简意赅；（3）信

息流动通畅；（4）使用短句；（5）多用主动语态；（6）

使用强势动词，避免将动词变为名词；（7）使用读者

熟悉的词汇；（8）避免含糊不清……等 13 条。

“简明英语”原则指向的多是实用性文本，尤其

是专业性较强的文本，医学科技类文本就在其列。简

明英语运动的核心是呼吁翻译舍繁就简，重视读者反

应，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向受众传递信息，使专业性较

强的文本译成英文不再晦涩难解，从而促进英语写作

的大众化、平民化 [11]。中医古籍文献中多为古汉语，

不但专业性强，而且语言本身在形式上与现代汉语、

英文都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译者需要发挥其主

体性，根据译入语文化、社会环境，甚至是时代条件

选择翻译策略，对译本的措辞、句式、谋篇布局等方

面做多方考量，才能让译本语言顺畅，言简意赅，以

更好地满足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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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古文到英文

古文通常言简意赅，译者从古文翻译到英文通常

需要进行两轮转换。先从文言文转换到白话文，再从

白话文转换到英文，而 3 种文体具有各自的特点。古

文以意合为主，言简意赅，篇幅短。白话文逻辑显化，

篇幅长，可能含冗余成分。英文则以形合为主，逻辑

高度显化。中医古籍文献所采用的语言是医古文，它

是一种意合语言，以形驭义，高度凝练，信息密度较

大。同时，古汉语具有含蓄性和模糊性的特点，相同

的词在古汉语中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并不完全

一致，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再者，从古文转换到白话

文的过程中，逻辑开始显化，而翻译成白话文篇幅变

长，可能出现同义词或同义句叠加，使表达略显累赘。

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要遵照原文，一字不漏翻译，译

者应根据英文行文特点和逻辑，在谋篇布局方面应有

所取舍。译者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充分发挥译者的

“能动性”“有所译”“有所不译”。

4 译例举隅

笔者选取了 《瘟疫论》《诸病源候论》等古籍中

的条文进行翻译，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

手册》（英文版）[12] 专家译文与笔者译文进行对比，

探讨简明英语原则对古籍翻译的指导意义，以及译者

如何基于这些原则，发挥其主体性，灵活采用翻译策

略，产出清新、流畅的译文。

4.1 复合句变简单句，灵活增减译 通常认为，

翻译采用越复杂越高级的句式，越能体现翻译的水

准。实则不然。相反，“简明英语”原则第 4 条提倡“使

用短句”，以增强句子的可读性。

例 1 “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

胜正，未能顿发”。（《瘟疫论》）

译 文 1（ 自 译 ）：If it's a severe case，signs 
of a disease will appear immediately once one is 
infected；if it is a mild one，it indicates the healthy qi 
remains predominant，therefore，signs of a disease 
will not show instantly.

译 文 2：Deep invasion by strong pathogenic 
factors leads to immediate occurrence of disease. 
When mild pathogenic factors are overcome 
by strong healthy qi，disease does not occur 
immediately[12].

译文 1 将原文意思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但略显

冗长。译文 2 的可读性更高，翻译技巧上更胜一筹。

通常情况下，多数译者对原文“感之深者，中而即

发”的处理可能会与译文 1 相似，将其翻为复合句

中的 if 条件句。而译文 2 则将 if 条件句变为了简单

句，实现的手段是改变原文中词语的词性，将原文

中的动词变为了名词。原文中的“感”“中”均为动

词，译文 1 完全依据原文中词语的词性，中规中矩

地翻译，译文 2 则更加灵活，将动词名词化，用了

“invasion”“occurrence” 等 名 词 传 递 了 动 词 的 意

义。同时，译文 2 调整了原文语序，用介词 by 将名

词部分衔接起来，构成介词短语“deep invasion by 
strong pathogenic factors”，主动义换被动义，句子

整体表达精炼。笔者认为如此处理非常巧妙，因原

文强调的并非是感受外邪的人，而是“感”字，“感

受外邪”这一事实，无需提及谁受邪，故减译了“感

之深者”中的“者”。另外，增译了原文“感之深者”

中“感”的对象即“邪”，即“感（邪）之深者”，

将“邪”译为“pathogenic factors”，信息完整，条

理清晰。同时，译文 2 将“deep invasion”放句首，

与原句强调的重心一致。而且，用介词短语处理后

也便于衔接句子中的其他充分，整个句子显得更为

凝练。

4.2 取义舍形，适度合并 不少译者翻译时，

“受动性”的成分较多，即受到原文的限制较大，追

求“形似”，而非“神似”。如此一来，译文显得原文

痕迹较重，一板一眼，少了几分灵气。如果译者能够

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意识，不拘泥于形式，译

文信息流动则会更加通畅。如刚才例 1 中译文 2 的做

法，在厘清原文逻辑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语序，

打破原句结构的束缚，对多个分句进行合并，译出了

简洁易懂的译文。再如：

例 2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

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

之不一也”。（《温疫论》）

译 文 1（ 自 译 ）：If people in the same family 
or in the same region all exhibit similar symptoms，

they are likely to be attacked by pestilence，or 
what we call pestilential qi，which comes in various 
kinds，thus explaining why people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nce diseased.

译文 2：If people in a family or an area all have  
similar symptoms，it is caused by pestilential qi. 
Different kinds of pestilential qi cause different 
diseases[12].

此句“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古文形式

中，将结果放在前面阐述，之所以“为病种种”，即

在患者身上表现为不同的症状，是因为“气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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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感受了不同的疫气的原因。如果字对字翻译，采用

译文 1 中的句子表达“comes in various kinds，thus 
explaining why people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nce diseased”也未尝不可，只是句子略显得冗长，

成分复杂，读者阅读时需分析句子成分才能更好地

理解。其实，“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中，作

者想要表达“不同的杂气导致不同的病”。如果采用

译 文 2 中 的 句 子“Different kinds of pestilential qi 
cause different diseases”这样的表达，句式简短，

清晰明了，可读性提高。

翻译的目的在于达意，译文 2 的译者充分发挥了

其“为我性”，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翻

译策略将原文的意思整合，逻辑清晰，简明扼要，也

保持了古文的紧凑感和节奏感，可谓“形神兼顾”。

4.3 从简避繁，语态转换

例 3 “一人病气，足充一室……人受之者，亲

上亲下，病从其类”。（《瘟疫论》）

译 文 1（ 自 译 ）：If one person in the room is 
affected，the pestilential qi will penetrate the whole 
room. Once one person is affected，similar signs 
will also be present on his/her intimate contacts.

译文 2：If one suffers from epidemic disease and 
pathogenic factors spread through his room，his 
family members will soon be infected and the same 
disease develops[12].

从措辞上来看，“足充一室”一句的翻译，译文 1
中用了 penetrate 一词，译文 2 用的“spread”，用词

更加平民化，大众化；“亲上亲下”指的就是家人或亲

属，而译文 1 用“intimate contacts”，指密切接触者，

似乎将范畴扩大了，且没有“family members”通俗

易懂。根据“简明英语”原则第 7 条，建议译者使用

读者熟悉的词汇，译文 2 的译法更为可取。

从句式上看使用主动语态可以使句子显得简洁。

虽然原句可能是被动语态，但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

要有“简明英语”原则第 1 条所提及的篇章布局意识，

发挥其“能动性”，根据篇章整体意思组织语言，传

达原文意思。如例 3。

翻译“一人病气”时，译文 2 采用了主动语态。

原文中“病从其类”，指的是犯相同的病，译文 1 采

用的弱势动词 be 动词，跟译文 2 中的 develop 相比

偏弱。而译文 2 采用了 disease 做主语，它是一个非

灵主语，后面接主动语态，加上强势动词 develop，

译成 the same disease develops，简短有力。译文 2
使用主动语态也使句子更为精简，符合医学英语文献

的语言特点。再如《诸病源候论》中对以下条文的翻

译，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例 4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

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译文 1（自译）：If one is infected by a pestilence，

the pathogen can easily spread as to kill off the entire 
clan，or even people outside their community.

译 文 2：Individuals contracted epidemic diseases  
usually spreads to others，or even kill off the whole 
family[12].

“人感乖戾之气” 译文 1 用的“one is infected 
by a pestilence”使用了被动语态，而译文 2 采取了

“individuals contracted epidemic disease”用过去分

词做定语，使用非谓语结构之后将短句变成了短语，

充当句子的主语，便于与句子后面的成分衔接。而且，

使用了主动语态，用简单句替换了从句，表达更为精

炼。

4.4 古今意义转换，受动而不被动 译者主体

性的内涵之一即为“受动性”，表现在译者不仅受到

来自原作者语言风格和译语文化的制约，还受到译者

自身综合素质的制约，如译者自身的古文功底、知识

修养等。翻译古文，译者不可望文生义，他们需要追

溯古文的涵义，并还原它在现代汉语中对应的意思。

比如看似简单的数词，在古文中和现代汉语中意思略

有不同。如：

例 5 “其时村落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

众人等，然考其证，正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

悉相同”。（ 《温疫论》）

译文 1（自译）：Back then，one or two people in 
some village accidentally contracted this disease……

译 文 2：At that time，a few people in some 
villages accidentally contracted this disease……[12].

“一、二人”其实并非确数，而是概数或虚数，

译文 1 中翻译成”one or two people”，译者是显然

望文生义，将它译成了 1、2 个人了。事实上，古文

中概数或虚数出现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古文中“三

思而行”，其中的数字“三”并不是表示一定要想三

次，而是建议多想想、多考虑一下的意思。

4.5 删除冗余，保持连贯 初稿翻译完成后，

需要再次审查译文，貌似“忠于原文、表达通顺”的

句子，细查之下，可能会出现重复或者冗余的充分，

如例 1。

在翻译古文的时候，要学会甄别原文中的隐含的

信息，避免重复翻译，使其显得累赘。翻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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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画蛇添足”现象比较明显，有些却相对比较隐

蔽，成为翻译中容易被忽略的“暗礁”，如例 2 中前

半句的译文：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

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温疫论》）

译 文 1（ 自 译 ）：If people in the same family 
or in the same region all exhibit similar symptoms，

they are likely to be attacked by pestilence，or what 
we call pestilential qi.

译文 2：If people in a family or an area all have  
similar symptoms，it is caused by pestilential qi.

首先，语义重复。原文里，“时行之气”，即“杂

气”。古文里经常有表示解释说明的词，如“即”“所

谓”等。对于这种“A 即 B”结构，其实汉语里 A 和

B 的意思一样，只是用不同的词表达而已。然而，翻

译成英文就有问题了，英文就成了“A is A”“A is 
what we call A”，岂不有点可笑？为避免“A is A”

出现这种现象，只能想办法将 A 的同义词找出来，把

原意再阐述一遍。于是就有了译文 1 用“pestilential 
qi”的上位词“pestilence”替换了“pestilential qi”
的译法，以避免产生“A is A”的笑话。但事实上，

除了找同义词，还可以采取译文 2 的策略。“时行之

气”即“杂气”，那么译者可以发挥其主体性，行“无

为”之道，对语义重复的部分选择“零翻译”，而不

是生搬硬套，逐句翻译。

其次，范畴重复。范畴重复是指词本身已经隐

含了某一范畴，此时范畴词或者修饰词可以不翻。英

语 里，in the same family 中 same 是 多 余 的，in a 
family“一家人”就可以表达出这层含义了。

因此，针对古文翻译成英文过程中出现的语义重

复或者范畴重复，译者一定要保持谨慎，谨防这类文

本翻译中的“暗礁”。看似删除了原文的某些语句，采

取了零翻译策略，事实上，译者是为实现翻译的目的，

在考虑了读者反应的基础上发挥了“为我性”。

5 结语

自简明英语运动发起以来，已过半个世纪，但

“简明英语”原则至今仍对译者和语言学者翻译古籍

文献有诸多启示。翻译过程是译者、文本、读者三者

之间的相互联动，而译者在其间起主体作用。译者主

体性是“为我性”基础上包含“受动性”的“能动性”，

是“受动性”转化的“能动性”，是“能动性”与“受

动性”的统一。在“简明英语”原则指导下，译者

可以通过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将受动性转化为能动

性，灵活采用以下翻译策略和技巧来扭转被动局面： 
（1）词汇选择上，采用强势动词和简单易懂的词汇；

（2）句式上将复合句变简单句，被动语态变主动语态；

（3）对于译文中的长难句，取义舍形，根据上下文逻

辑，利用用篇章意识对句子适度合并；在保证句意清

楚连贯的前提下，删除冗余成分，保持句子简洁；

（4）对古今义存在差异的词汇，要追本溯源，仔细

斟酌，避免误读。总之，从译者主体性出发，探索

“简明英语”原则指导下的中医古籍文献翻译，可为

中医翻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帮助我们重新审

视和探索翻译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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