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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中医英译窑

叶黄帝内经曳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与启示
高摇 芸

摇 摇 叶黄帝内经曳简称叶内经曳袁由叶素问曳和叶灵枢曳两
部书组成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中医

典籍袁其英译研究对于中医典籍的英译研究以及中医

药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近年来袁
在为数不多的叶内经曳译者主体性研究当中袁大多数围

绕译者的知识结构尧学术背景尧双语能力尧翻译策略等

主观因素对译文的影响袁而忽视对译者开展翻译活动

的社会历史语境尧时代主题尧诗学规范等客观因素的深

入探讨遥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不仅能深化对不

同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下叶内经曳译本的理解袁而且在

当前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尧进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

力的时代主题下袁对提升中医典籍的海外传播力也具

有启示作用遥 本文基于社会话语分析框架袁选取不同

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叶素问曳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袁探
究译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在具体文本操作中袁并从社

会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遥
1摇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理论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认为袁译者主体性应该包括译

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袁前者包括选择拟译文

本尧解读原文尧决定翻译方法与表达方式曰后者表现在

社会历史语境尧时代主题与诗学规范对翻译实践的制

约咱1暂 遥 Munday J 咱2暂 认为译本是在诗学规范和语言形

式制约下形成的袁因此它能显示出行为的规律性遥 在

此基础上袁贺爱军咱1暂提出翻译研究的社会话语分析框

架袁即基于文本分析袁提炼出译者主体性的文本特征袁
之后将主体性特征置放在社会历史语境尧诗学规范等

宏观语境下予以考察袁从而达到全面尧客观地解读译者

的主体性目的遥
2摇 文本特征考察

本文选取的四个 叶素问曳 英译本包括美国学者

爱尔萨窑威斯渊 Ilza Veith冤 女士节译本渊以下简称野威
译本冶冤袁美籍华裔中医师倪毛信渊 Mao Shing Ni冤编

译译本渊以下简称野倪译本冶冤袁中国学者李照国汉英对

照全译本渊以下简称野李译本冶冤以及德国学者文树德

渊Unschuld PU冤注释译本渊以下简称野文译本冶冤遥 四

个译本在国内外认可度较高袁而且时间跨度较长袁能体

现叶素问曳英译的历史进程遥 同时袁译者的背景不同袁
形成的认知观也存在一定差异袁译本具有鲜明的比较

意义遥 下面以叶素问曳第一卷第一篇野上古天真论冶其
中一段为例说明四个译本在术语尧词组尧语句和语篇层

面不同的文本特征遥
例 1院 岐伯对曰院野上古之人袁其知道者袁法于阴

阳袁和于术数袁食饮有节袁起居有常袁不妄作劳袁故能形

与神俱袁而尽终其天年袁度百岁乃去冶遥
威译本院 Ch' i Po answered院 野In ancient times

those people who understood Tao 咱 the way of
self cultivation暂 patterned themselves upon the
Yin and the Yang 咱 the two principles in nature暂
and they lived in harmony with the arts of divina鄄
tion 冶 . 野 There was temperance in eating and
drinking. Their hours of rising and retiring were
regular and not disorderly and wild. By these
means the ancients kept their bodies united with
their souls so as to fulfill their allotted span com鄄
pletely袁measuring unto a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y passed away冶 咱3暂 .

倪译本院 Qi Bo replied袁 野 In the past袁 people
practiced the Tao袁 the Way of Life. They under鄄
stood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袁of yin and yang袁
as represen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er鄄
gies of the universe. Thus袁they formulated prac鄄
tices such as Dao鄄in袁 an exercise combining
stretching袁massaging袁and breathing to promote
energy flow袁and meditation to help maintain and
harmonize themselves with the universe. They
ate a balanced diet at regular times袁arose and re鄄
tired at regular hours袁avoided overstressing their
bodies and minds袁and refrained from overindul鄄
gence of all kinds. They maintained well鄄being of



• •24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年 2 月第 42 卷第 2 期 CJITWM，February 2022，Vol. 42，No. 2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CJITWM摇 窑 圆摇摇摇摇 窑

body and mind曰 thus袁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lived over one hundred years冶 咱4暂 .

李译本院 Qibo answered袁 野 The sages in
ancient times who knew the Dao 渊 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 冤 followed 咱 the rules of 暂 Yin
and Yang and adjusted Shushu 渊 the ways to cul鄄
tivate health冤 . 咱They were暂 moderate in eating
and drinking袁 regular in working and resting袁 a鄄
voiding any overstrain . That is why 咱 they could
maintain a desirable暂 harmony between the Shen
渊mind or spirit 冤 and the body袁 enjoying good
health and a long life冶 咱5暂 .

文译本院 Qi Bo responded院 野 The people of
high antiquity袁 those who knew the Way袁 they
modeled 咱 their behavior 暂 on yin and yang and
they complied with the arts and the calculations.
咱Their暂 eating and drinking was moderate.
咱Their暂 rising and resting had regularity. They did
not tax 咱 themselves 暂 with meaningless work.
Hence袁 they were able to keep physical appear鄄
ance and spirit together袁and to exhaust the years
咱allotted by 暂 heaven. Their life span exceeded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y departed咱6暂 .

叶素问曳中的该段原文概括了中医学文化中的养

生之道袁而叶内经曳中的养生思想与道家渊源颇深袁尤
其野法于阴阳袁合于术数冶即出自道家的天道观院养生

法道袁道法自然咱7暂 遥 从术语层面看袁对于野术数冶袁译者

们的翻译差异较大遥 如威译本采用意译袁译为野 the
arts of divination冶曰倪译本以野导引术冶与野冥想冶为
例具体说明尧解释野术数冶袁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曰李译本

在拼音野Shushu冶后面添加了注解曰文译本就直译为

野arts and calculations冶遥 词组层面上的文本特征差

异袁从野形与神俱冶英译也可见一斑遥 威译本的野kept
their bodies united with their souls冶虽然表达方式

比较地道尧易于西方读者接受袁但野 soul冶在体现中医

学术语野神冶的内涵方面有所欠缺曰倪译本的野main鄄
tained well鄄being of body and mind冶与文译本的

野keep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pirit together冶袁
均诉诸于西方读者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袁在基本保留

原文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袁能够引起西方读者共鸣曰李译

本直译为野maintain a desirable harmony between
the Shen 渊mind or spirit冤 and the body冶袁虽能保

留中医文化的内涵袁但西方读者较难理解野a desira鄄
ble harmony冶的确切含义遥

在语句和语篇层面袁威译本通过增添连接词野By
these means冶明晰了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曰倪译本增

加了两个野 thus冶表明因果关系袁还通过添加野噎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噎冶表明译者态度袁拉近与读者的

距离袁除大量增译添加之外袁倪译本行文相当流畅尧简
明生动袁如野They ate噎袁arose and retired噎袁avoi鄄
ded 噎袁and refrained from噎冶这句通过连用五个动

词袁描绘出系列养生行为曰李译本简洁明了袁逻辑关系

明确袁符合原文言简意赅的风格袁但为保持典籍原貌袁
又通过大小括号添加了许多注解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全文的流畅度与行文美观曰文译本保留了原文形式上

的美学特征袁在句式结构上通过采用短小的简单句或

结构不太复杂的并列句袁忠实于原文的精炼对仗袁使西

方读者还能领略到古汉语的独特魅力遥
可见袁上述四种叶素问曳英译本的文本特征各具特

色院威译本基于译文可接受度袁采取归化译法曰倪译本

采用编译袁向中医初学者和普通读者传播中医学理论

与知识曰李译本从语言国情学出发袁采取异化译法袁展
现原作原貌曰文译本全面再现中医经典原貌和中医文

化价值袁学术性强袁同时采用了西方读者习惯的语言表

达方式遥
3摇 社会历史语境与诗学规范解读

文本特征差异固然与译者的双语能力尧医学背景尧
翻译方法尧翻译策略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袁但更为重要

的应放在当时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宏观语境下进行全

面尧深入解读遥 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译文的翻译目的

是充分体现原文袁还是照顾译文读者的接受性曰诗学规

范决定了译者选择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翻译袁抑
或选择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翻译遥

威译本形成于 1949 年袁中医学在这一时期虽然

已传入欧美袁但现代医学在西方仍然保持着绝对的优

势袁野英译中医学及中医经典在英美医学文化体系中

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冶咱8暂 袁这一时期的叶内经曳英译本

着重从医史的角度帮助西方了解这部中医典籍的概

貌遥 威斯女士只翻译了叶素问曳的前 34 章袁并不看重

逐字逐句准确的翻译袁而是以译文在西方的可接受性

为目的遥 因此袁译本主要采取归化翻译袁即在术语翻译

与行文方式上体现西方的诗学规范遥 威译本虽未原貌

反映中医学文化内涵袁但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由外国人

翻译的较完整版本袁具有里程碑意义遥
倪译本出版于 1995 年袁随着 1971 年针刺麻醉的

成功袁以及随后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袁中医针灸疗法开始

全面进入美国咱9暂 袁西方读者对中医药的兴趣与日俱

增袁野英译中医学著作在英美国家医学文化多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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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逐步向中心位置移动冶咱8暂 遥 倪译本顺应时代的需

求袁确立了翻译目的为传播蕴含于叶内经曳中的中医学

理论与知识尧读者对象为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士及

中医专业初学者遥 在译法上体现出当时文学翻译领域

从强势文化向弱视文化转向的趋势袁采用了归化与异

化相结合的译法袁因此在表达独特的中医概念时袁译本

基本上不再随便套用现成的西医学术语袁而采用音译

加解释的翻译策略遥 同时袁倪译文采取全文编译的方

法袁并不完全忠实于原作袁而是融入了作者对原文的译

释袁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袁在国内外受到

许多中医专业初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追捧咱10暂 袁达到了理

想的传播效果遥
李译本出版于 2005 年袁是由我国著名的中医药

典籍翻译专家李照国教授与刘希茹医师合作完成的国

内第一部英汉对照叶素问曳全译本袁并列入了面向海内

外发行的叶大中华文库曳遥 进入 21 世纪袁中医学在英

美国家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已得到显著提升袁
中医尧针灸的立法及教育和相关书籍的出版在美国发

展迅速咱8暂 遥 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国全方位地

融于全球化潮流袁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于如何保持各自

本土文化特征的思考遥 在此背景下袁李照国从语言国

情学出发袁采取野译古如古袁文不加释冶咱5暂 翻译原则翻

译了叶素问曳遥 基本概念以音译为主尧释译为辅袁力图

表现野原作的写作风格尧思维方式和主旨思想冶 咱5暂 遥 李

译本采取的翻译方法确实较好地保持了典籍的原貌与

内涵遥 但从海外市场反应看袁李译本的海外传播力和

海外读者青睐度不尽如人意咱10暂 遥
文译本出版于 2011 年袁 是由德国医史学家

文树德教授积叶内经曳英译课题 20 年之研究功底袁与
郑金生教授合作完成遥 文译本首次完整地用西方语

言袁使海外读者能读到成书于 2000 多年前的中医经

典著作遥 文译本力图最大限度地反映典籍的原义与原

貌袁但采取了与李译本不同的翻译方法院文叔德严格按

照语言学原则袁依据大量注释进行考证袁对叶素问曳进

行了学术性翻译遥 文译本野既保持了一贯的中医药学

专著的严谨和准确袁又兼顾了英语国家读者的表达方

式袁因此无论是在海外的学术界还是在亚马逊网站读

者中都被公认为是最权威的叶素问曳译本冶 咱10暂 遥
4摇 启示

社会历史语境与诗学规范对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

的制约与影响作用袁对于当前进一步提升中医典籍的

海外传播力具有启示意义遥 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袁
都不可避免遇到这样的问题院 翻译什么尧为什么翻译尧
为谁翻译以及如何翻译袁中医典籍英译也不例外遥 要

回答这些问题袁译者必须根据所处的社会历史与文化

语境来决定翻译的目的袁并据此作出一系列的选择院包
括文本的选取尧翻译目的的确定尧目标读者的选择尧翻
译策略的采用以及翻译方法技巧的采用遥 当前袁通过

中医典籍英译研究袁推动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理论在

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普及袁将对构建和提升

中医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中国国际文化形象有着明

显的促进作用遥
为此袁旨在中医文化海外传播的典籍英译袁首先必

须明确目标读者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大众曰着眼增强

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度与吸引力袁在把握目标读者的知

识背景尧信息需求尧阅读习惯及价值取向基础上袁选取

合适的诉求手段与翻译策略袁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遥
其次袁在西方主流医学仍占据世界话语霸权地位背景

下袁随着中医文化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袁
异化翻译可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医文化精髓袁有助于海

外读者领略到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医语言风格遥 再次袁
异化的翻译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文化接受

环境袁过度的异化不利于中医文化对外传播遥 在某种

程度上袁归化的翻译往往因为更具可读性而被广泛接

受袁野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冶咱11暂 遥
在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下袁在中医文化的野本土

化冶表达形成过程中袁讨论归化或异化翻译应该具备

更宽的视阈袁必须考虑特定背景下它们的目的性与适

用性遥
综上袁中医典籍译者为了产出贴合时代需求的译

本袁促进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和传播袁需要重新定位自己

的民族文化袁野以自身作为翻译主体所具有的多元文

化意识和人文品格袁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主动适

应冶 咱12暂 遥 借鉴西方惯用的话语体系尧表达方式袁在不牺

牲中医医学尧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顺应文化全球化趋势袁
通过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尧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传

播袁形成中医文化的野本土化冶表达曰继而借助全球化

潮流袁跨越语言中的文化差异袁逐渐实现平等的文化学

术交流和对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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