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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英译 •

中医学典籍不乏有人体生理、病理、诊治等

与时间相关内容的记载。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

论》在《黄帝内经》注重择时针灸的基础上，补

充了因时施治、观察调护等内容。目前尚未有专

门关于中医典籍文本中时间表述的翻译研究，笔

者通过整理《伤寒论》中的时间相关表述，结

合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为罗本）[1] 以及 Craig 
Mitchell（ 马 屹 正 ）、Feng Ye（ 冯 晔 ） 和 Nigel 
Wiseman（魏迺杰）三人合作的马屹正译本 [2]， 

“马屹正译本”在一些文献中被称作“魏迺杰译本”，

根据译者排序，马屹正为第一译者，因此本文称之为

“马屹正译本”，以下简称为马本，探讨《伤寒论》中

时间相关表述的英译原则和具体方法，以期为完整而

正确地传达中医典籍科技信息提供一定思路和方法。

1 《伤寒论》英译指导原则与策略

《伤寒论》翻译属于科学文本翻译范畴。科学文

本翻译需要采用转换与变通的方法。转换可表现为传

输信息的实质内容，改变信息的体现形式。变通则是

寻求一种多方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为满足特定读者

需求而对原作做灵活变动 [3]。典籍翻译家汪榕培认为，

在从事中国典籍外译时，“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

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

衡……更准确地说就是‘传神地达意’”[4]。这体现

了忠实与达意的平衡性原则，在忠实原文思想内容的

基础上译文应尽可能符合译入语的行文习惯。对《伤

寒论》等中医典籍而言，忠实地传达原作信息内容，

促进中外医学文化交流与发展是首要任务，同时，翻

译时要有读者意识，要“信”“达”兼顾，结合归化、

异化策略，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

2 《伤寒论》时间相关表述阐释及其英译

《伤寒论》“六经”篇涉及日数、昼夜、旦暮、日

晡、时等时间概念的条文就有百余条 [5]。根据表述内

容，将条文分为生理、病理、治则治法以及药后观察

调护四个方面。下文将逐一探讨其表述形式、意义和

英译方法。

2.1 生理方面时间相关表述 该类表述阐释

了人类的生理活动与时间的联系。《伤寒论 · 平脉

法》云：“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一周循

环”，其以“漏刻”计时，描述了人体营卫之气巡行

的时间规律。“漏刻”又称“漏壶”。古代每刻相当于

14.4 min[6]，二刻即 28.8 min。上文可译为：Nutrient 
qi and defense qi move along with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circulating within the human body 
according to clepsydra，which takes about 30 
minutes to finish one cycle，将“水下二刻”换算为

现代时间来表述，译为“about 30 minutes”，利于

现代交流。古籍中的时间表述英译须注重语言与时代

的一致性，用现代英语翻译传达古代典籍内容，采用

转换的方法使相关表述具有脱离母体而相对独立的能

力，能够与时俱进 [3]。建议根据现代时间改译原文的

时间表述方式，或者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使译文更具

“读者友好性”，减轻读者认知负担。

2.2 病理方面时间相关表述 该类别指病理变

化的时间特点，主要涉及发病、传变、辨证和预后

等方面。

2.2.1 发病 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时间规

律，掌握这一规律特点有利于预防疾病发生，辅助

疾病诊断。《伤寒论 · 伤寒例》“从霜降以后，至春

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

也。”描述了伤寒发病的时间节律与病因。可译为：

Between Frost's Descent （October 23rd or 24th）
and the Spring Equinox of the following year，any 
disease that is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cold due 
to exposure to frost and dew can be called cold-
induced disease。“霜降”“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两个，霜降始于 10 月 23—24 日，春分始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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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日，西方有“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

冬至）”，西方的春分之日多指地理层面的概念，而我

国的“春分”指节气，与季节、气候、物候的变化紧

密相关，但二者时间范围大致相同，故不再注明具体

时段。翻译“霜降”等中国文化特色显著的时间表述，

可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直译可保留民族性特征，添

加注释会利于读者理解，并免除读者查阅相关资料的

麻烦。

2.2.2 传变 计日传经，意为伤寒从一经证候

到另一经证候传变或好转的时间节律，体现了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等医学思想，对临床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有关计日传经的表述包括“伤寒一日，太阳受

之……”“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

也”“伤寒十三日，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等，

上述条文表示了外感病的传入顺序与证候特点。“伤

寒一日，言太阳病初起”，疾病“传变与否，要凭脉

而定，不必拘于日数”[7]。因此“伤寒一日”“伤寒

二三日”“伤寒十三日”并非特指第一天、两到三天，

或第十三天。罗本将“一日”“二三日”“十三日”分

别 译 为 during the first day，during the first two or 
three days ，after thirteen days，马本译为 on the 
first day，when on the second or third day 以及 [that 
has lasted for] thirteen days。“During”和“on”都

表示相对明确的时间范围，建议将“伤寒一日”“伤

寒二三日”“伤寒十三日”做泛化处理，采用“for”
引导的时间短语表示持续的时间，可分别译为 when 
the patient has had cold-induced diseases for one 
day，for two or three days，for thirteen days。对于

虚指的时间表述，可采取泛化加注等方法进行翻译。

“伤寒一日”等表述表面看是具体时间，实际是约略

之辞，如果完全采用模糊化翻译，译为“during the 
initial stage”[8]，则难以对“一日”“二三日”……“十三

日”等进行区分。建议根据原文的时间表述作泛化处

理，并加注说明这些数字是虚指，能够更好地体现原

文意义。

2.2.3 辨证 这一类时间相关表述涉及昼夜、

早晚、午后等。如“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

冷食，朝食暮吐”“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昼

日明了，暮则谵语”等，上述条文分别对应太阳病误

用吐法、干姜附子汤证以及热入血室时的病症，其中

表示时间的“朝”“昼（日）”“暮”和“夜”分别表

示“早晨”“白天”“傍晚”和“夜晚”，可相应译为

in the morning，in the daytime，at dusk，at night。
但今人对《伤寒论》其他一些时间的表述方式或许不

太熟悉，如“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

有研究者认为，此句中的“弥”表示“终极，尽”，“更”

表示“五更”时间，即寅时，谓天将明，3~5 点 [9]。 
“弥更”即“满五更”“五更已尽”[10]。“弥更益烦”

指患者在“现今时间清晨 4、5 点钟时更加烦躁” [11]。

但也有学者认为“弥更”是衍文，“弥更益烦”与“益

烦”仅在程度上有区别 [12]。罗本或许是根据以往众多

注家的解释而将“弥更益烦”译为 the patient feels 
more restless（患者更感烦躁），马本则将其译为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vexation，这样就规避了“弥

更益”之争，只是模糊地说“还会烦躁”。时间对临

床辨证有重要参考价值，将“弥更益烦”译为“the 
patient feels more restless”的同时，最好添加译注，

表明也有医家将“弥更益烦”理解为“the patient 
becomes more restless around four or five o'clock in 
the morning”。对于这种存在多种解读的时间表述，

为避免片面性，建议首先保证译文正确，同时添加译

注说明，一方面使译本更加客观，另一方面也为后续

译者提供更多参考，保障译本史学价值。

2.2.4 预后 疾病欲解时指邪气可能得解的时

间。例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表示太阳

病即将解除的时间，大多在巳时至未时之间。罗本采

用异化、音译加注的策略，将“从巳至未上”直译为

between si and wei （Shichen），保留了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但不了解中国古代时辰的读者理解困难。马

本译为 from sì （B6）to wèi （B8），同时在脚注中注

明“从巳至未上”为 9 am-3 pm，并列出表格，写出

十二时辰的具体时间，兼顾可读性。笔者建议结合异

化和归化策略，译为 between si （9 am-11 am）and 
wei （1 pm-3 pm）。

此外，还有一些时间表述容易误译，如“与厥

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表示伤寒病痊愈时间预

测，其中“旦日”为“明日”。罗本将“旦日夜半”

译为 the next night，过于泛化。马本则将其译为

at midnight of the next day。建议将“at midnight”
改 为“around midnight”， 扩 大“ 夜 半 ”（23：00- 
1：00）的时间范围，更符合实际情况。

为提升中医辨证、诊断、判断预后的准确性，最

大限度避免失时误治的现象发生，提高疗效，中医典

籍中时间相关表述的英译需要更加准确与具体，以利

于读者理解和把握。对于明确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可

采取时间表述现代化、音译加注和和添加模糊附加词

等方法进行翻译。时间表述现代化可用于翻译“巳

时”“未时”等古代时间表述方式，明晰译文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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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译出具体时间，以利于读者理解，便于临床应用。

“（旦日）夜半”等具体时间表述，可添加模糊附加词，

以更符合现实生活，利于临床实际指导。

2.3 治则治法方面时间相关表述 该类别表述

强调煎药服药、针灸推拿等医疗行为要顺应昼夜、月、

四时等节律，因时施治，有利于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伤寒论》中有关治则治法的时间表述主要涉及药物

煎煮、择时用药服药等方面。

有关药物煎煮时间的表述有很多，常用“以水

几升，煮取几升”的句式来表达。此外，米熟、几

沸、熬香、须臾等表达方式也较常见，如“上七

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

煮取一升八合”。罗本译为 Stew Herba Ephedrae 
in five sheng of water for a while and then put the 
rest of the drugs into the decoction and stew it till 
one sheng and six ge are left，采用减译，并模糊

处理“一二沸”，译为 for a while；“一升八合”可能

存 在 误 译，“till one sheng and six ge are left” 也

会引起误解。马本偏向直译，译为 [For] the above 
seven ingredients use five shēng of water. First boil 
ephedra （má huáng）once or twice and remove 
the foam [collecting] on top. Add all [the other] 
ingredients and boil to get one shēng eight gě。译

文比较清楚。“一二沸”表示锅中水沸腾的时间，可

算作时间单位，可按 10~20 min 计算 [13]；东汉时期 
1 合为 20 mL，1 升为 200 mL[14]。为帮助现代读者更

好地理解，减轻认知负担，建议灵活采用归化、异化

相结合策略，将上句译为With five sheng （1 000 mL） 
of water，first boil ephedra for about ten to twenty 
minutes and skim the foam on surface. Then add 
the other six ingredients and boil all of them to get 
one sheng and eight ge （360 mL）。

关于用药服药的时间用语翻译，同样可结合

归化、异化策略，采用增译法。如“温服之，平

旦服……”，表示十枣汤治疗胸胁悬饮，需早上

服用。“平旦”是十二时辰的第三个时辰，即寅时

（3~5 时）。罗本译为 Take it when lukewarm during 
the daytime，并未突出清晨之时。马本译为 Take 
warm，at calm dawn，并在译注中解释“Early in 
the morning. According to some sources，this is  
5-7 am，and according to others it is 3-5 am”，其中

“dawn”表示“黎明、拂晓”，“calm”（平静的）有

过于直译之嫌。建议将“平旦服”译为 Take it when 
lukewarm early in the morning，表述时间范围更广

泛。在中医典籍时间相关表述英译中，译者应尽力做

到模糊性语言与精确性思维的统一。模糊性语言是

根据精确性思维做的必要调整，会使译文更具指导

意义。

2.4 药后观察调护方面时间相关表述 这类表

述包括观察药后效果、患者服药后的注意事项、护

理事宜等。如“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

药力。温覆令一时许……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

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为太阳中风证服

用桂枝汤后的观察与调护。其中“须臾”相当于 
20~30 min[15]，“一时许”约 2 h，“周时”表示“一

昼夜”。罗本译为：After a while，take one sheng of 
porridge to assist the decoction for better efficacy.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quilt for two hours to get 
perspiration…then finish the remaining two sheng 
within half a day. If it is a serious case，take the 
decoction at intervals during 24 hours。他对“须臾”

进行了模糊化翻译（after a while），将“一时许”“半

日”“一日一夜”分别译为 for two hours，within half 
a day 和 during 24 hours，时间表述相对具体和明

确，但没有翻译“周时观之”。马本译为：Shortly 
after taking [the first dose] drink approximately one 
shēng of hot，thin gruel to reinforce the strength of 
the medicinals. Warm [the body] by covering [with 
a blanket] for a short period…finishing three doses 
in half a day. If the disease is severe，take [doses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and observe [the patient] 
the whole time。除了“半日”被直译为 half a day，

“须臾”“一时许”“一日一夜”“周时”都进行了模糊

化翻译，分别译为 shortly after，for a short period， 
throughout the whole day，the whole time。过多的时 
间模糊语会弱化临床实践指导作用，建议译为：After 
twenty to thirty minutes，take one sheng （200 mL）
of hot thin porridge to strengthen medicinal efficacy.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quilt for about two hours 
to get perspiration…finishing three doses in half a 
day. For severe cases，take medicines at intervals 
during the daytime and night time，and observe the 
patient in twenty-four hours. 采用较为明确、具体的

现代时间概念诠释古文时间表述，可为医生与患者提

供更准确的指导。

3 结语

本文从时间对临床诊治的重要性视角出发，提出

针对中医典籍中的时间表述英译，应遵循忠实与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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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性、语言与时代的一致性以及语言与思维的统

一性原则，结合归化、异化策略，采用时间表述现代

化、直译加注、泛化加注和添加模糊附加词等方法正

确传译文本内容，以更好地促进理解，服务临床，助

力古老中医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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