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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英译 •

中医学术语多数都具有久远的历史，术语的内

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变化，这也包括了“中医”。

“中医”既是核心术语又是核心术语部件，其英译规

范对含有“中医”这一部件的术语的翻译至关重要。

笔者从“中医”中文术语及其英译的多义性出发，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运用历史术语学的工作方法对不同

历史背景、语境下“中医”的概念内涵进行梳理分

析，采用规范的术语工作方法确定不同内涵和语境

下“中医”的合理英译。同时对其两个主流 [Chinese 
medicine（CM）和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英译进行历史性回顾，从多义性和规范术

语工作角度分析、确定规范英译名和许用英译名。

1 “中医”英译现状

在国内外出版社书名、中医杂志名、组织机构名、

各中医学术语标准中学科名中，“中医”有两种英译

方法，即 CM 和 TCM。

国内外均有大量的中医英文出版物，从书刊名称

的英译看，以“Chinese medicine”为关键词检索亚

马逊、Elsevier、Springer、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公司

出版的中医英文出版物，TCM 和 CM 均有使用，后

者略多于前者。中医核心期刊杂志英文名及标准类出

版物国内使用 TCM 居多，如《中医基础理论术语》[1]、

《中医药学名词》[2] 等。

组织机构名称方面，在国内 24 所独立高等中医

院校英文名中，7 所使用 TCM，17 所使用 CM。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中医医

院等使用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华中医药学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等使用 CM。

对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中医药术语标准中“中医”

的译名和定义进行整理。各标准对于“中医”的定义

存在不同解读，但对于“中医”的英译却大致相同，

基本上是 TCM 和 CM 二者并存，具体见表 1。
2 术语学工作方法介绍

2.1 历史术语学的方法 准确的翻译离不开术

语内涵的准确界定，而术语内涵的确定离不开具体语

境，包括语境的年代、专业领域、使用的人群、具体

的上下文等信息。很多中医学术语具有悠久的历史，

古今内涵差异很大，很多时候甚至是两个完全不相干

的概念。这时候就需要运用历史术语学的研究方法厘

清其演变过程。历史术语学是术语学下的一个分支学

科，主要研究学科、行业、生产部门专用词汇在历史

上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其中包括某一历史时期专业词

汇的词源、语义结构、称名方法、使用功能等特征。

研究的时间跨度可能是截取某一历史断面，也可能是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术语的历史研究、历时研究、

共时研究等方面 [7]。使用历史术语学的方法对中医学

专用词汇在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调查，可以

确定同名术语不同时期的概念内涵，进而确定不同历

史背景和语境下的术语翻译。同时，中医学术语英文

名确定的过程也对术语英译的规范有着重要的参考和

指导作用。

2.2 多义术语的处理 很多中医学术语具有多

义性，存在广义外延与狭义内涵。术语学中，多个概

念使用同一个名称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概念分别确定

其在概念系统中的位置，理想状态下，使用不同名称，

以客观、准确地表达概念 [8]。这个过程即是术语的规

范工作内容之一。

2.3 术语英译规范 译名的规范需要在规范的

中文术语工作基础上进行。首先要有明确的中文术语

和定义，形成完整的概念体系；然后以概念为中心收

集已有的英文译名，由权威机构组织领域内专家，按

照术语工作方法选出规范术语和许用术语。通常这一

规范过程不需要再新创术语，也同样不需要重新对术

语进行英译。当找不到对等词时再采用一定的翻译手

段进行仿造，这也决定了中医药术语规范必然涉及翻

译问题。由于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和方法（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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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内涵的历时变化及英译

“中医”作为名词，一指中医学（术），一指中医

医生（人），且古今含义有演变 [13]。

3.1 古代“中医”内涵及英译 中国古代最早

的“中医”见于汉代班固《汉书 · 艺文志》：“经方者，

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

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

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语曰：‘有病不治，常

得中医’” [14]。这里“中医”指的是水平中等的医生

或医术，可译作“mediocre physician”或“mediocre 
medical skill”。唐代之后延伸为普通的医生或医术，

如柳宗元《愈膏肓疾赋》：“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

攻有兆之者” [15]，则可译为“ordinary physician”或

“ordinary medical skill”。
3.2 近现代“中医”内涵及英译 今义的“中

医”，是相对于西医而言，指中国原有医学，亦指从

事中国原有医学的人。此处若用词典学的方法给“中

医”两个义项即可，但从术语规范工作的角度来讲，

“中医”这一词汇并不适合作为专业术语，其两个义

项应该用概念更为明确的两个专业术语替代，并各置

于其概念树相应位置，所选专业术语最好是行业内已

有并为大家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术语。“中医”之“中

医学”这一义项并无分歧。由于医师职称系列术语并

未见专门规范整理工作，这为职称的翻译带来一定的

困扰。“医师”具有广义“医疗类各级别职称统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16]，和狭义“医疗类初

级职称”，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初级职称的称

呼 [17] 两种含义，故中医的第二个义项，泛指全体中

医临床从业人员的含义用“中医医生”，与初级职称

术语区别开来比较合适。将“中医”分化为“中医学”

和“中医医生”两个专业词汇具有可行性。

直译、音译、释义等）的不同，一些术语会存在多

达 10 余种的译名，此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筛

选。基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科技名词审

定原则与方法（修订版）》[9] 及《GB/T 10112-2019
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10]，确定了“中医药术语英译

规范通则”7 条，包含：（1）对应性，即译名词义与

中文相对应，符合中医药术语内涵。各原则不能兼顾

时，优先遵从对应性；（2）系统性，系统性原则，即

在翻译过程中要保证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完整性；

（3）简洁性，名要简洁，用词不能太长，不能是辞典

释义式翻译；（4）同一性，同一概念的术语只用同一

词对译；（5）回译性，译名结构在形式上与中文一致

或相近；（6）约定俗成，目前已通行的译名，与前述

原则虽然不完全符合，仍可考虑采用；（7）民族性，

译名应保存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内容，中医药学各分支

学科如方剂、中药及针灸腧穴名称采用音译。诸项原

则中对应性原则优先，以达到等义的目的；系统性原

则次之，上位概念术语和下位概念术语往往有衍生关

系；回译性可以达到“形似”，便于反向翻译；由于文

化承载词、专有名词的大量存在，民族性是必须考虑

的原则。对中医学术语规范译名的选择及对尚无译名

术语的翻译须符合这些原则。总体上，力求 “信、达、

雅”，既要“形似”，更要“神似”，使外国人能正确

地学习和了解中医药学 [11]。

2.4 术语部件的规范 术语部件被定义为组成

多词术语的词 [12]，重视术语部件英译的规范对翻译

质量的提高有很大作用。“中医”是核心术语部件，

可以构成中医学次级学科名称（如“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中医内科学”等），中医药大学、学院、

科研机构名称，中医药杂志、中医学术组织名称，中

医从业人员名称、职称等，对其英译的规范必然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

表 1 国内外中医药类标准“中医”译名情况

序号 标准名称 “中医”译名 “中医”定义

1 中医药学名词 [2]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 c i n e，
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ian

起源与形成于中国的具有整体观念、辨证
论治等特点的医学；本学科专业职业队伍

2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3] Chinese medicine，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3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4]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that originated 
in China，and is character ized by 
holism and treatment based 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4 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5]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 that involves the study of 
life，health and diseases

5 ISO 18668-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ding System for Chinese Medicines[6]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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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医生”“医师”的概念，并不会

使用“中”这一术语部件进行限定，因此“中医医

生”“中医（医）师”这样的称谓应当是出现在近

代西医传入我国之后，为与西医从业者区分而产生

的。1949 年以前，国外有中医“east doctor”和

西 医“west doctor” 的 说 法 [18]。 当 代， 各 标 准

和书籍中多将“中医（医）师”译作“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ian”[1，3，19]， 或“physician/doctor of 
Chinese medicine”[3，20]。国外也存在“practition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1] 这样的译法。相

较而言，由于 physician 更指向于内科医师，doctor
更为泛指 [22]，故“中医医生”的规范译法使用

“traditional Chinese doctor”更合适。

当“中医”指的是“中医学”时，其内涵是随

着历史变化而发生改变的。从近代到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以前，“中医学”指的是中国医学，与“西医学”

相对，英译为 CM 是准确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国

家重视西医学的发展，西医学成为中国医学的组成部

分，并提倡中西医结合，形成中国特有的“中西医结

合医学”，此时 CM 就不能狭义的单纯指代源自中国

古代、具有独立医学理论体系的“中医学”，而是广

义上指的“中国医学”（medicine in China），那么源

自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中医”译作 TCM 则更

为合适。

除此之外，以“中医学”为主的传统医学疗法尚

有其他称谓，如东方医学（oriental medicine）、替代医

学（alternative medicine）、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等，这

些内涵和外延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国家传统医学或其他

疗法的影响而出现，实际并不能够成为现代“中医”

正式的英译名。

4 “中医”英译名的多义性与规范

多义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文中医学术语中，一

些术语的英译本身也存在多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需

要综合运用历史术语学和规范术语学的方法来选择中

医学术语的规范英译名。

4.1 译名 CM 的多义性

4.1.1 中国的医学（包括中医与西医） 新中国

成立以前，CM 往往指的就是传统中医。值得一提

的是，1932 年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23] 在国外流传较广，

影响较大，其中不仅包括中医的历史，还包括现代医

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因此这里的 CM 实际指的是中医

和西医两方面内容。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

医学”CM 广义上则可以涵盖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所有

医学理论技术，包括西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以及少

数民族医学等，鉴于 CM 多特指传统中医学，那么包

含中西医医学内容的术语翻译建议使用“medicine in 
China”，如“中国医史”或“中国医学史”译为“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更为合适。

4.1.2 中药 这与 medicine 一词的多义性有关， 
英语中 medicine 本身就有医和药的双重涵义。国际

标准化组织 / 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 249）确

定使用 TCM 作为其 TC（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s）名称。其下中药编码国际标准给予

“中药”CM 如下定义：substance or combination of 
substances us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theory for medical car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6]。 考

虑到在术语学中，一个术语在同一领域内不应该有两

个概念，尤其顶层概念，因此 CM 同时作为“中医”

和“中药”两个术语的对译词，违反了同一性原则是

不合适的。国外受魏迺杰主编词典 [24] 的影响，普遍

采用“medicinal ”作为“药”的对译词（如表 1 中

标准 2 和 3 均将“药”和“药物”译为“medicinal”），
虽然与 ISO 所选不同，但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可作

为“药”的规范译法，如此“中药”则可译为 “Chinese 
medicinal” [25]。

4.1.3 中医（药）学 国内外均有支持使用CM 来

翻译“中医（药学）”的情况。目前能获得的最早文

献是发表于 1913 年 3 月刊Cal State J Med（加州医

学杂志）的“Chinese Medicine in America（中医药

在美国）” [26]。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指出：“学了西

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

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

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

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27]。中国传统医学开

始吸收现代医学，无论是理论基础、诊断方式还是治

疗手段，融合了现代医学的“中医药”与过去相比已

经发生巨大变化，使用 CM 作为对译词存在一定的合

理性，这也是目前在国内外此种译法仍较为流行的关

键原因。此外，进入 21 世纪后，中医药行业内外围

绕“中医是否是科学”展开了一场中医科学化论争。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中医药组织机构、词典著作等纷纷

选择 CM 这一译法来代替 TCM 作为译名。最主要的

原因还是在于“traditional”一词普遍被认为是传统

的、守旧的，作为修饰词会更加彰显“中医”的不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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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CM 的多义性决定其难以作为规范词

存在，同时其使用的广泛性导致无法否定其作为“中

医（学）”英文名约定俗成的现状，故建议将其作为

英文名的许用术语。

4.2 译名 TCM 的多义性 对于译名 TCM，可

以分为狭义（中医学）和广义（中国传统医学）两个

层面的内涵。

4.2.1 中医学 狭义指的是中医学，是对“中

医”内涵进行的限定，即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医学在

内的中国汉族固有医学，也叫“传统中医学”，是一般

大众对于“中医学”内涵最为通俗的理解。李照国认

为首先将“中医学”译作 TCM 的人是中国著名学者

马堪温教授 [28]；田开宇和陈强则提出 TCM 于 1955 年 
9 月由中国学者、卫生部官员傅连暲首次提出、中国

学术期刊最早采用 [29]。应该说此译法是基于历史与

现实的角度出发，使用“traditional”作为修饰语，

较为准确和客观。随着 ISO 中医相关标准的 TC249
名称确定使用 TCM，其已经成为“中医学”国际标

准译名 [30]。

4.2.2 中国传统医学 广义指中国传统医学，包

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医学，如蒙医、藏医、回医等。

针对上述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区别，“中国传统医学”

的翻译建议使用“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China”，以

此与“中医学”TCM 相区别。

5 《中医药术语英译通则（草案）》研制情况

中医药术语的英译是中国本土科学、技术、传统

文化向国际传播的基础工作，其翻译规范独具特点，

其英译通则的缺失导致现行教材、专业期刊、贸易、

国际国内术语标准中同一术语的英译多种多样，各行

其事，难于统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商务部先后委托具有多年中医药术

语标准化工作经验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朱建平研究员

领衔开展中医术语标准编制通则的制定，其中包括中

医药术语的英译规范通则，由洪梅副研究员负责。在

既往工作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中医药术语标准

编制通则》（中文、英文）、商务部项目《中医药国际

服务贸易术语编制通则》（中文、英文为主）、科技部

项目子任务《中医药名词术语中文规范通则及细则》

《中医药名词术语英文规范通则及细则》基础上，制

定符合中医药术语特点、具备较强操作性的《中医药

术语翻译标准编制通则》。2021 年，这些研究成果进

一步优化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中医药术语

英译通则》（20210920-BZ-CACM）立项。遵照术语

工作原则与方法，及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

法，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中医药术语英译通则》，规

定了中医药术语英文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共识性核心

术语及部件的翻译，工作流程等内容，旨在获得规范

的中英对照中医药术语集，解决中医术语英译译混乱

的现状，使英文术语与中文术语及概念一一对应。

《中医药术语英译通则（草案）》研制过程中通

过线上方式，组织相关专家对“中医（学）”的合理

英译进行讨论。受邀专家均为国内外长期从事中医

翻译相关研究的高校教师或科研人员，具备一定的

权威性和代表性。基于目前普遍存在的译法，整理

出 3 种英译方案：（1）TCM；（2） TCM 作为推荐英译

标准，CM 为许用英译；（3）CM 作为推荐英译标准，

TCM 作为许用英译。在 32 位专家中，23 人选择方

案 1，2 人选择方案 2，7 人选择方案 3。多数专家支

持将“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作为术语“中

医（学）”的对应英译。

6 结语

“中医（学）”一词的英译争论由来已久，这类分

歧难以避免。中医学术语“一词多义”和“古今词义

变迁”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一些术语的英译本身也

存在多义性，“中医”作为核心术语部件仅是代表例

子。中医的历史性决定史料文献中术语的翻译同样需

要整理与规范，不能随意与现代术语套用相同的英译

名。同名术语的历史研究，应当厘清古今内涵及其变

迁，进而确定同名术语不同语境下的英译。从术语规

范工作的角度看，在 ISO 确定中医译名为 TCM 后，

国内外其他术语标准均应将其作为“中医（学）”的

规范英译名；鉴于 CM 使用的广泛性和多义性，其不

适合做规范英译名，可作为许用英译名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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