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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视角下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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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英译 •

壮医药是壮族人民与疾病抗争过程中逐渐发展起

来的医药，为壮族人民的繁衍生存、防病治病和保健

养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可

以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效果显著，并于 2011 年进

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高等

教育规划教材推荐的主要灸法之一 [2]。壮医药线点灸

疗法使用直径 0.25~1 mm 的苎麻线，浸泡在多种壮

药制成的制备液后，取出药线，点燃线的一端，待形

成珠状炭火星后，点灸在人体体表穴位或部位，以形

成治疗效果。其具有简单易学、操作性强、疗效明确

等特点，值得进一步推广。然而，目前壮医药线点灸

术语英译尚未形成相对统一标准，且已有的英译版本

尚难以使术语原义与译文读者之间产生最大关联，导

致全英文教学收效甚微，影响了对外传播成效 [3]。为

进一步提升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质量，促进对外传

播发展，本研究旨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应用副文本

对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进行文化补偿的方法，形成

译文创新，进而借助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译文比较

和选择，得出最佳翻译版本；在此基础上，通过来华

留学生的译文质量评分与深度访谈的方式来检验和探

讨译文可否实现最大关联。 
1 壮医药英译

当前，我国传统医学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

学领域，民族医药翻译的研究相对缺乏。国内对中医

药翻译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是中医药专家、

医药领域翻译专家着手拟定中医药术语及英译标准，

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李照国、李永安、兰凤利 
等 [4]。其中李照国 [5] 对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

准化提出了五个原则：规定性、简洁性、回译性、民

族性和自然性。

中医药翻译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壮医药英译研

究仍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壮医药英译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术语英译研究方面，包括对壮医核心理论、诊断、

针法、灸法等多类术语开展研究。岑思园等 [6-8] 对壮医

药名词术语选择和英译标准进行初步研究，比较了壮

医针法术语英译和壮医灸法术语的翻译研究。蒋基昌 
等 [9] 则对壮医药特色名词按属性进行分类，总结出壮

医药特色术语的翻译方法。另有学者将中医与壮医联

系起来，如蒙洁琼等 [10，11] 探讨了如何将中医翻译的

研究成果用于壮医学翻译，通过比较中医翻译标准，

进而对壮医诊断术语进行研究。但针对“壮医药线点

灸术语”进行的英译研究缺乏，从实证角度对相关术

语英译进行研究的文献更是难觅其踪，相关术语英译

质量也亟需进一步提升。

2 关联理论

1986 年，Sperber D（斯珀伯）和 Wilson D（威

尔逊）在《关联：交际与认知》详细描述了关联理论，

他们认为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应假定为本身是最佳

关联的 [12]。1991 年，威尔逊的学生 Gutt EA（格特）

则在其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采用关

联理论来解释翻译现象 [13]。关联理论在翻译领域的

应用吸引了国内翻译专家赵彦春的关注，并肯定了其

在翻译运用的解释力 [14]。关联理论认为两个要素会

影响到关联性的强弱，即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处理努力越大，关联性越弱，两者成

反比；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越强，两者成正比。用

公式表达即为：关联性强弱 = 语境效果 / 处理努力。

格特认为，一个人的认知环境中包含很多不一样

的信息，这些信息存在潜在语境（potential context），

在特定场合下，不同的信息需要不同程度的处理努力

来调取 [13]。语境效果是指对交际话语理解所做的努

力，从而改善交际行为的语境。交际的关键在于读者

用最小的处理努力取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终取得最

佳关联性。译文读者对译者交际意图的推理分析和理

解需要满足以下两个要求：（1）推理时使用最小的努

力；（2）尽可能形成最佳的语境效果。当文本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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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火候术语包括明火、条火、珠火、径火：（1）

“明火”，即有火焰；（2）“条火”，即火焰熄灭后呈条

状的药线炭火星；（3）“珠火”，即条火停留后，逐渐

变小至圆珠状炭火星，此为施灸操作时的最佳火候； 
（4）“径火”，即珠火逐渐变弱至半边炭火星的状态。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基于关联理论视角，围绕“何

为最佳译文”“译文质量如何”以及“如何提高译文

关联性”这 3 个核心内容，本研究设计主要指向以

下 3 个具体问题：（1）从原文、译文与译文读者相关

联的视角分析，何为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的最佳版

本？（2）基于专家问卷调查基础上的最佳译本，在

外国读者眼中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如何？（3）采

取什么样的翻译处理方法可以提高壮医药线点灸术语

英译的关联性？

4.2 调研对象 本研究中的调研对象主要包括

两类：（1）中医药、民族医药相关领域翻译专家，主

要是全国不同地区若干所中医院校中具有副高级以上

职称的专业教师，从事或研究中医药翻译及民族医药

翻译 5 年以上，且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会员； 
（2）广西中医药大学的来华留学生，留学生来自多个

不同国家，全部学生学习和使用英语超过 10 年以上，

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中文水平为汉语水平考试 4 级

及以上，且具备一定的中医药基础知识。

4.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

化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工具包括本研究团队

集体合作完成的 2 份问卷（量表）以及 1 份访谈提纲。

调查问卷初步设计完成后，在正式发布之前，分别咨

询了 3 位问卷设计方面的专家，并对问卷进行了 5 个

人的小规模预测试研究，再根据专家的建议以及预测

试中发现的问题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障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

4.3.1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最佳英译版本”专家

问卷 专家问卷旨在选出专家心目中最佳的译文版

本。问卷包括四部分，共 15 题。第 1 部分第 1 题为

专家研究领域的调查；第 2 部分 2~11 题为术语英译

调查，术语英译收集了目前知网上广为使用的英译版

本，部分则借鉴已有相关译著中的译文，最终组成同

一术语的多个（2~4 个）翻译版本选项，让专家进行

比较后选出最佳译文版本；第 3 部分 12~14 题为术语

英译方法的调查；最后 1 题为开放题，以期专家对上

述英译提供更好的建议和意见。本次问卷操作手法术

语英译的主要区别在于动词的使用，火候术语英译的

主要区别在于对火的状态描述。此外，为了使专家对

佳的处理努力，此文本和个体之间的关联产生的认知

效果越好，随着信息的增加，认知效果也会产生变化。

所以，话语的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佳 [15]。本研究

最终就是要选择出最佳译文使得原文、译者、译文读

者三个交际者的交流活动达到最佳关联。为了使译文

实现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最佳关联，比

较有效的做法就是采用“副文本”辅助译文表达的方

式。“副文本”概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

由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 Genette G（热奈特）提出

来的，指的是围绕正文本周围的辅助性材料，热奈特

将其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指的是展现

在文本内部的信息，例如标题、封面、序言、插图等；

外副文本是展现在文本外部的信息，由译者和出版者

提供，例如访谈、翻译笔记等 [16]。这些副文本形式

能够对正文本做进一步的阐释和描述，能够将作品、

作者与读者更好地联系并协调起来 [17]。

3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选取

在本质上，壮医药翻译属于科技领域翻译范畴。

因此，壮医药线点灸术语的选取应遵循科技名词术语

选词规范标注，同时借鉴中医药名词术语选词规范

和审定标准 [18]。本研究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三五”规划教材《壮医药线点灸学》[19] 为主要选

取范围，同时综合参考其他书籍，例如林辰、陈攀、

黎玉宣编写的《壮医药线灸》[20] 以及黄瑾明、林辰

编写的《壮医药线点灸学》[21] 等壮医药线点灸专著，

共整理出 10 个典型术语，分别为壮医药线点灸、整

线、持线、点火、收线、施灸、明火、条火、珠火、

径火。以上 10 个术语按类别可归为疗法、操作手法、

火候三类（表 1）。

表 1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分类

类别 代表术语

疗法 壮医药线点灸

操作手法 整线、持线、点火、收线、施灸

火候 明火、条火、珠火、径火

疗 法 术 语 指“ 壮 医 药 线 点 灸 ”。 操 作 手 法 术

语 包 括 整 线、 持 线、 点 火、 收 线、 施 灸：（1）“ 整

线”是指搓紧并拉直浸泡后松散的药线；（2）“持

线”是指用食指和拇指拿着线端，线端露出 1~2 cm； 
（3）“点火”是指点燃露出的线端，如有火焰则需抖

灭；（4）“收线”是指先用小指固定药线，中指和环

指再扣压药线，药线往回收的同时拇指适当往前伸，

食指尖与拇指指腹相对；（5）“施灸”是指将手固定

在要施灸的穴位附近，用珠火对准穴位，顺应手腕和

拇指的屈曲动作，拇指指腹稳重地将炭火星点按在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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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含义有更清晰地了解，问卷配合了中文术语解释

和图例。例如，“珠火”术语调查中配有解释，即“珠

火”，为条火停留后，逐渐变小至线头呈圆珠状炭火

星，是施灸操作时的最佳火候。同时配及珠火火候状

态的图片，见图 1。

图 1 专家问卷调查设计示例

4.3.2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质量”量表 该

量表针对来华留学生进行设计，旨在检验读者对译文

的理解和接受度，以及译文是否达到最佳关联的目

的。问卷包含两部分，共 14 题。第一部分为 1~4 题，

留学生背景情况调查，包括中文等级，学习中医的情

况等；第二部分为 5~14 题，采用十等级以 1~10 分

量化评分，并加以图例（图 2）的形式，用中英文表

述来调查译文关联性程度。

4.3.3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由

2 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根据留学生对“壮

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质量”量表的填答情况进行的扩

展性、深入性访谈，主要是进一步明确学生对译文认

知与认可的情况，包括从不同视角对学生进行发问以

及要求学生对壮医药线点灸操作手法进行简单示范，

并观察他们操作的规范程度，以此来判断他们的理解

与术语原意是否一致，进而判断译文是否实现了最佳

关联。第二部分为 3 道开放题，主要检验副文本对术

语英译最佳关联的重要性及其作用面，并鼓励学生对

译文质量等发表真实看法和提出建议等。

4.4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通过“问

卷星”方式进行发放和数据收集。对专家的问卷发

放和回收完成于 2022 年 5 月期间；对来华留学生的

问卷发放和回收完成于 2023 年 2 月。专家问卷调查

共发放 37 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总数为 32 份，问

卷有效率为 86.48%。其中中医药翻译领域的专家

占 81.25%（26/32），民族医药翻译领域的专家占

18.75%（6/32），主要为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广

西、广东等中医药高校的教师。学生问卷和访谈共发

放 23 份，最终有效问卷和访谈总数为 23 份，有效

率为 100%。对留学生的半结构访谈安排在问卷调查

结束之后，采取集体座谈的方式进行，访谈过程交叉

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以保障访谈与被访谈双方

的顺畅沟通。

5 调查结果与分析

5.1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表 2） “壮医药线点

灸”英译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使用 moxibustion。有

学者将“壮医药线点灸”译为 Stinging Therapy of 
Burning Medicated Thread of Zhuang Medicine[7]，避 
开使用 moxibustion 一词，可能是考虑到 moxibustion
一词由 moxa（艾）及后缀 -bustion 构成的，而壮医

药线点灸并没有直接用到艾。从字形结构来看，灸是

由“久”和“火”字组成上下结构，意思为长时间

接受火带来热的过程。《说文解字》：“灸，灼也，从

火，久声”[22]，可见其本质是“燃烧”，且灸材除了

用艾叶制成的艾绒作为主要材料之外，还根据不同的

疾病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材料进行施灸，其中包括灯芯

草、桃枝等等，但灸最终的目的是取得温热效果。目

前英译 moxibustion 也并没有只限定使用艾及其制品

进行灸灼，更多的是表示通过燃烧取得温热最终得以

治疗疾病。这种应用可以在两个权威的国际术语标准

中得以验证，即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发布的《中

图 2 学生问卷调查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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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Chinese-English Basic Nomenclature of 
Chinese Medicine，ISNCM）[23]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发布的《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ISTTM） [24]。 
例如“灯草灸”指用灯草蘸植物油，点火后直接点

灼在穴位上的灸法，又称“灯火灸”，在 ISNCM 标

准中译为 burning rush moxibustion，在世卫组织最

新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中

则译为 Juncus moxibustion。“电气灸”则指电热取

代艾的刺激治疗，在 ISTTM 标准中被以为 electro-
moxibustion。由此可见目前 moxibustion 的运用不局

限在使用艾进行温热治疗。由此，我们认为，壮医药

线点灸，使用 moxibustion 可以让译文读者能够直接

意识到此疗法属于灸法的一种，并在 moxibustion 前

用药线 medicated thread 来解释具体的灸法，后加

壮医 Zhuang medicine，除符合上述两个国际术语标

准的译法外，还可达到最佳关联。

5.2 操 作 手 法 术 语 英 译（ 表 3） “ 整 线 ” 是

指将松散的苎麻药线搓紧、拉直，以便集中火力，

减 少 患 者 的 痛 感。 在 调 查 中， 较 多 人 选 用 thread 
straightening，可能是受制于问卷中的静态图例带来

的限制。“整”字有搓紧和拉直两层含义，而 A 译法

只是展现了拉直这一动作，并未将搓紧这一动作的

含义译出来，这样就使得译者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才能达到相应的语境效果，不符合关联原则。同时，

有多位专家在开放题中指出，此术语需要将搓紧拉

直两个动作同时表示出来才能达到最佳关联性。因

straighten 能体现出将弯曲的药线拉直，而 stretch 则

有拉长之意，隐含了苎麻线有弹性之意，与原术语含

义不符合，所以笔者认为，twisting 和 straightening
结 合 起 来 才 是 最 佳 译 法， 即 thread twisting and 
straightening。

“持线”术语英译较多人选择 thread holding，此

译法能很好地展现出手持线的动作，而 pinch 更多是

指用拇指和食指捏取皮肤的动作，不利于让读者直观

得出术语原本所要传达的动作，达不到最佳关联的效

果，故最终选取 thread holding。

“点火”背后的宾语是指“药线”，所以其英译也

将“线”译了出来。问卷中，两选项的选择相差不大，

主要是两者的含义都相差不大，但还是较多人选择了

thread igniting，由于 ignite 本意较为集中，意为将东

西点燃，而 light 含义较多，需要读者通多较多的处

理努力来判断译本所要表达的含义，难以获得最佳关

联，达不到最佳关联的效果。因此，“点火”最终译

为“thread igniting”

“ 收 线 ” 术 语 英 译 中， 较 多 人 选 择 thread 
withdrawing，withdraw 能够直观展现其本意收回，

译文读者不需要花费过多的处理努力就可以体会到其

要传达的意义，使译文读者取得最佳关联效果。而

thread twining 只描述了将药线固定好，最终的目的

是将药线往回收。

“施灸”术语英译中，tread stinging 和 moxibustion  
manipulation 的票数相近，但前者搭配 stinging therapy 
of burning medicated thread of Zhuang medicine 较

为 合 适， 而 较 多 选 择 Moxibustion Manipulation， 此

译 法 搭 配 medicated Thread moxibustion of Zhuang 
medicine 更为合适。同时，本研究认为此处“施”表

明操作，manipulation 一词能够直接让译文读者了解

表 2 “壮医药线点灸”英译调查结果

术语 选项 小计

壮医药线点灸 medicated thread moxibustion of Zhuang medicine 13

stinging therapy of burning medicated thread of Zhuang medicine 5

point-contact moxibustion with medicated thread of Zhuang medicine 5

moxibustion with medicated thread of Zhuang medicine 9

  注：表中的“小计”指选择该翻译版本的人员数量，下同

表 3 操作手法术语英译调查结果

术语 A 项 小计 B 项 小计 C 项 小计 D 项 小计

整线 thread straightening 13 tehread twisting 8 thread Stretching 8 thread tweaking 3

持线 thread holding 25 thread pinching 7 thread Taking-up 6 manipulation 5

点火 thread igniting 17 thread lighting 15 moxibustion Applying 6

收线 thread withdrawing 20 thread twining 6

施灸 moxibustion manipulation 11 thread stingi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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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处为壮医药线点灸的操作，使译文读者使用较少

的处理努力，最终达到最佳关联。

5.3 火候术语英译（表 4） 火候术语英译的主

要区别在于状态词的选择，如“ember”“smouldering” 
“fire”“flame”。ember 是指余火未燃尽的木块或煤

块等，smouldering 则指无火状态的燃烧，包括煤炭，

木材、烟草等的燃烧，而 fire 则指带有火焰的燃烧状

态，flame 指燃烧时的火焰。“明火”是指有火焰的状

态，问卷中较多人选择 flame，该词能直接表达出原

术语的含义以及火焰的形态，能使读者用最小的处理

努力理解火焰起初燃烧的状态。“条火”“珠火”和“径

火”都是指未燃尽的状态下出现的不同形态的余火，

此处使用 ember 更为贴切，能给读者直观余火未燃

尽的状态，使读者用最小的处理努力来理解原文。

“条火”则指条状的火焰，因此译成 bar-like ember，
而“珠火”则指圆珠状的火焰，因此使用 bead-like 
ember 更为贴切。“径火”是指余火只有半边炭火星

的状态，remaining ember 译文更为贴切。

5.4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方法分析（表 5）  
以上术语尽管能尽量减少译文读者的处理困难，但在

语境效果上还是较为缺乏，不同的译文读者阅读译文

所产生的语境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借助“副文

本”对术语进行文化补偿，“兼顾目的语国家大众读

者的阅读期待”[25]。“壮医药线点灸”的英译中使用

直译 Zhuang medicine，并加以注释，能让外国读者

快速理解为壮族医学，从而减少读者的处理努力。再

以壮医药线点灸火候术语中的“珠火”为例，单独一

个术语无法让译文读者直观了解到其燃烧状态，译者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图例，释义，视频等形式的副

文本加以直观的解释，便于大众对术语有更好的了

解，从而提升传播的效度。本调查中更多专家学者选

择采用“直译 + 图例”的形式来展示操作手法及英

译。例如，一些网站等宣传平台可以采用动图的形式

展示每个步骤的具体操作，书籍或宣传册等则可以加

以图片或文字解释，火候术语也可以在图例展示的基

础上加以文字解释，从而为译文读者创造良好的语境

效果，减少其处理努力，最终达到最佳关联。

5.5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关联度及接受度

（表 6） 通过对比和分析，本研究根据专家意见整理

出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建议版本（表 6），再根据

以上译文制作相应的 10 级等级评分量表（10 分制），

并设计相应的访谈半结构访谈问卷，调查留学生对译

表 4 火候术语英译调查结果

选项 A 项 小计 B 项 小计 C 项 小计 D 项 小计

明火 flame 21 bright fire 9 naked flame 2 open flame 0

条火 bar-like ember 11 strip smouldering 8 stick fire 8 bar Fire 5

珠火 bead-like ember 12 tip smouldering 9 remaining fire 6 radius fire 5

bead fire 7 beading fire 4

径火 remaining ember 12 dying smouldering 9

表 5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方法调查结果

选项 A 项 小计 B 项 小计 C 项 小计 D 项 小计

壮医药线点灸 直译 + 图例 4 直译 + 注释 23 直译 5 音译 + 直译 0

操作手法术语 直译 + 图例 19 直译 + 注释 10 直译 2 音译 + 直译 1

火候术语 直译 + 图例 24 直译 + 注释 6 直译 2 音译 + 直译 0

表 6 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及其方法

类别 术语 英译 英译方法

疗法 壮医药线点灸 medicated thread moxibustion of Zhuang medicine 直译 + 注释

操作手法 整线 thread twisting and straightening 直译 + 图例

持线 thread holding

点火 thread igniting

收线 thread withdrawing

施灸 moxibustion manipulation

火候 明火 flame 直译 + 图例

条火 bar-like ember

珠火 bead-like ember

径火 remaining 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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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理解和接受度，以检验译文是否达到最佳关联。

量表测评结果显示，所有量化评分题的平均分在 9.5
分以上（满分为 10 分），净推荐值均在 86.95% 以上，

表明留学生普遍对译文的接受度较高，能够基本准确

理解原文所传达的含义。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参与测评问卷调查的 23 位

来华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明

确留学生对译文的解读准确性以及译文与原文意义表

征之间的对应程度。访谈通过集体座谈的方式进行，

主要通过针对性访谈、有声思维以及具体案例深挖等

方式，来获取和洞察学生对译文的真实态度。访谈结

果表明，留学生们认为术语翻译能清晰地表达原文含

义，他们能够从译文中准确理解并正确操作壮医药线

点灸。对于操作手法和火候的术语翻译，以译文 + 图

例的形式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图，使得读者能够最

大程度地理解译文，体现了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之

间的关联性。而关于疗法的术语翻译，受访学生均表

示以“译文 + 注释”形式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理解

译文。当问到译文是否有必要加以图例时，大部分学

生表示赞同，而有 3 位受访学生表示，译文已经传达

了原文的意图，加以图例是锦上添花；同时有 1 位学

生表示译文和图例缺一不可，图例对理解译文起到关

键作用。绝大部分学生均能规范操作壮医药线点灸手

法，说明他们理解并接受此译文，从而判断译文的最

佳关联度。

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对译文能够准确理解并正确

操作，大部分学生都认可并接受表 6 中的译文及方法。

可见，专家选择出来的建议译文及其方法能够准确传

达原文的含义，使得译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译文并正

确操作该疗法，可以使原文、译者及译文读者三者之

间的交际活动达到最佳关联。

6 结语

综上，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质量对于壮医药对

外传播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壮医药线点灸术语英译

要将术语含义进行最大程度对等转换，以减少译文读

者的读解障碍；同时借助副文本对英译进行补偿，可

以最大程度呈现术语本身内涵，并创造最佳语境效

果，使得译文读者与术语原义之间产生最大关联，同

时有利于译文读者对操作手法的直观理解。笔者通过

对壮医药线点灸术语的系统梳理，采取问卷调查和访

谈的形式，经过探讨和实证检验得出壮医药线点灸术

语英译版，可以为壮医药线点灸英译提供有益借鉴，

也能为相关疗法、操作以及火候术语翻译提供重要参

考。由于疫情来华留学生数量较少以及符合要求的专

家获取不易等客观原因，本研究存在调查样本量较小

等不足。笔者冀望能有更多学者参与到壮医药线点灸

英译的研究中来，以期为壮医药线点灸术语的对外传

播作出更大贡献，推动我国壮医药更好地对外发展。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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