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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中药方剂名翻译策略趋势的实证研究

蒋建勇#

$丁一芸!

$朱明力$

$陈$嘉#

$帅$乾#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

!"""

年以来!约一千

种中药以药品形式在国外成功注册'

!""4

年中药出

口已达
#G

!

B

亿美元'

(

#

)中药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对中

成药的翻译规范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以期确保近年

来中药国际化的迅猛势头' 然而学术界目前仍未形成

统一的中成药方翻译样本'

!""6

年
*HE

开始启动
(&)+

$传统医学国际分

类%项目' 目前已经召开了四次国际会议' 关于中药

名称和方剂名称的翻译!基本达成共识!即采用音译!

拉丁语仅作为辅助之用'

(

!

)面对这一建议!学界质疑

之声不绝于耳'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笔者认为要

建立中成药的药方英译模板!不能建立在理论假设的

基础上!不能在外国语言学理论的纸堆里找出解决问

题的良方!而须对当前国内外市场上中成药方的英文

翻译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并总结规律!把握趋势!从实

践中总结经验!才能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作为中成药

方翻译趋势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文立足方剂名翻译

实证研究!提出一些观点以求抛砖引玉'

#

$样本收集与分类整理$笔者通过实证收集+

网络查询的方法!收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

坡+泰国+越南+日本+德国具有代表性的
$"3

份$其

中大陆以外部分
!$$

份%中成药方英译本!在筛选的

基础上建立中英文中成药方样本库!并归类整理成

国内与海外部分中英文中成药方样本库$以下简称

海外库%'

国内样本部分!如中医基本术语的问题一样!亦是

百花争鸣' 近期虽有统一趋势!但在关键词翻译!如性

状+功能等缺乏统一&在方剂名+中药名的翻译策略上

音译+英译和拉丁文的使用分歧明显' 而且药厂在翻

译策略上的统一性与企业形象关联性的认识差距不

小' 目前市场上的中药说明书的翻译质量普遍不高!

主要是翻译缺乏统一标准! 表意不明确! 可读性

差'

(

$

)且对外交流史较短!因而国内样本只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

作为中医药国际交流桥头堡的港澳台及东南亚地

区!开埠百年来!一直处于与英文母语使用者持续不断

交流的前沿'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一些药局反复更

正+不断调整和统一其药方翻译策略以求规范!为使药

品被英语母语使用者接受做出了艰苦卓越的尝试!使

得其中成药方的英文翻译保持着较高水平' 部分企业

的药方翻译甚至体现出统一风格和形式!展示出极高

的研究价值' 马百良+永达堂等港澳台地区老字号就

是其中典型代表' 这些老字号的药方译本均体现出与

国内截然不同的风格!从其方剂名到中药名的英译策

略+格式均体现出译者和厂商的选择!也反映了它们在

不断地外销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为海外样本库提供了

丰富的中成药方英译研究样本' 故而本研究更多地关

注了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实证!样本库中收录的海外库

资料占总样本数量
6"I

以上'

笔者将上述样本按翻译策略$英译+音译及拉丁

文等翻译策略的使用%分类针对性研究方剂名的翻译

策略!根据网络统计数据查询的使用频率!采用统计学

分析手段以期量化确定符合中医药交流趋势的方剂名

英译规范'

!

$样本库分析结果$表
#

%$费米尔在,普通翻

译理论框架 - $

JK985L0KM N0K 9 O5<5K9- )K9<=-9P:

0< )Q50K.

%中指出#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 /

(

G

)

即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

同' 反之在实践中反复运用的中成药名的翻译策略无

一不体现出译者与受众之间妥协平衡!反映出翻译目

的' 黑格尔说.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

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谓的 .存在即合

理/'

(

3

)被译者反复实践的各种翻译策略包括英译与

音译+加拉丁文注与英文解释+直译与意译甚至选词'

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些翻译策略以其现实合理性为我们

留下了足够的研究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从中找出符

合未来方剂名翻译趋势的策略'

目前方剂名翻译主要体现出下列四种策略#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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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拼音$加注英译%+英译$加注拼音%!从样本库数

据来看!其中拼音$含汉语拼音+威妥玛式拼音法以及

通用拼音%为主要方剂译名策略$通常含剂型!策略为

英译&如
R:--

!

R0L;5K

等%为
#B4

例!占海外库总量的

%!

!

BI

!在样本库总量比例也达到了
B%

!

3I

&这一策

略在近年来产品方剂名翻译中成逐年上升趋势' 英译

策略占海外库
#!

!

GI

!总量约为
#%

!

3I

&另外两种策

略实践的范例!统计数据表明其运用程度并不突出'

实证表明在方剂名翻译策略上!实践选择了拼音为主

流策略'

表
#

#方剂名策略统计表#(

<

$

I

%)

策略
<

拼音
拼音

$加注英译%

英译

$加注拼音%

英译

海外地区数量总计
!$$ #B4

$

%!

#

BI

%

!G

$

#"

#

$I

%

##

$

G

#

%I

%

!4

$

#!

#

GI

%

全库总量总计
$"3 !"B

$

B%

#

3I

%

$"

$

4

#

6I

%

#B

$

3

#

!I

%

3$

$

#%

#

3I

%

中医译届近年来的理论分析似乎很好地解释了这

一结果' .我认为中医翻译的西医化必将抹煞中医概

念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才是贬低中医价值的做法'

如 .麻杏甘石汤/ 与其译成# .

7RQ5;K59

!

SK85

"

<:9C599 S89K,8 O-.C.<Q:T95 9<; O.R=,8 J:

"

UK0=,8 D5C0CP:0<

/!还不如干脆音译为 .

+9V:<@

WQ:@9< D5C0CP:0<

/00这种音译方法不仅保持了中

医学特色!而且意思简单明了!现在许多国外出版的书

刊药名翻译大多使用这种音译法'/

(

B

)类似论述不少!

理论研究颇多&但是如何解决音译导致的中医学信息

实质性传递不强和音译能否被大众接受等焦点问题!

提出的观点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常常或语焉不详!或

仅为理论假设!因此信度较弱或影响不大'

对于这一问题争论之声时有出现!李毅提到.拼

音译法简单草率!完全脱离翻译本质' 拼音译法虽然

简洁明了00但这种翻译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几乎为

零00另一方面!消费者因无从了解药品从而不愿购

买!也直接影响了中药的销售和在海外的推广/

(

%

)这

种说辞!所从者不少' 阐释虽各有不同!但观点大多直

指音译的致命弱点!他们正如
!""G

年拙文中所批的

.许多译者在音译的使用上却是顾虑重重!或害怕音

译难以有效传递原文/

(

6

)

' 因此笔者不得不试图从实

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害怕音译弊端!貌似有理&

但就事实而言!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伪命题' 样本库音

译法以占绝对优势的事实响亮地回答了这种一刀切式

的担心!多余且无力*

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 一种

文化的东西总能以某种恰当的方式传递到另一种文化

中去' 北京大学的孟华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翻

译具有传递1相异性2的功能!即1它可在一国的文化

传统中!亦即在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

素2/

(

4

)

' 韦努蒂$

X9LK5<C5 /5<,P:

% 指出!翻译的功

能之一就是在目标文化中塑造另一文化的形象$

:;5<

"

P:P.

%

(

#"

)

' 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常常以异化的形

式突兀在交流之中!译者试图通过渐进式地交流!希望

实现对异域文化的 1干预2' 中医英译有史记载的近

百年来!其输出到接受过程!无疑不体现出这种特点'

从.

*5KK:98

"

L5U=P5K

%

= &0--5@:9P5 D:CP:0<9K.

/收

录的.

.:< .9<@

!/ 到.世卫西太区标准$

(W)

%/中的/

80PQ5K Y:

$母气%/! .

Q59KP .:<

$心阴%/! 从.国际针

刺译名/中的/

W9<?:9<

$

X( $

!三间%/!/

)K:R-5 7<5K@:

"

T5K +5K:;:9< 0N H9<;

"

=Q90.9<@

$手少阳三焦经%/!

到.世界中医药联合会$

*J&+W

%标准$

(W)2

%/中的

.

P,:<9

/! .

N,

"

0K@9<

/!.

8:<@85<

/' 上述翻译均基

本已被母语使用者所接受!或出现在国际标准推荐的

术语中' 音译尽管被.尽量限制使用/

(

##

)

!但是仍以

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医外传的道路上!以无可争议的

事实书写出夺目的华章'

人类的翻译史告诉我们!在这种对目标语的异化

输入下!涌动的是不同文化的强烈对撞!对撞的结果往

往是大量尝试成为历史的!但同时也会留下脚印' 雨

果曾评论道&.当你把一部译著献给一个国家时!那个

国家几乎总是将这部译著视为对他的一种暴力行

为/'

(

#!

)方剂名的音译趋势明显!正是这种碰撞或.暴

力行为/的明证' 海外的老牌中药企业!如位列香港

十大百年老牌的.马百良/+.永达堂/等!在翻译方剂

名时均明显实践了这种策略!如
+9 Z9M X5,<@ H0,

CQ0 R0L;5K

$马百良珠珀猴枣散%!

*5<P5V )0<@ X,

WQ5< *9<

$永达堂六神丸%!

2(2 '(E+ Z7( ZS [ES

$京都念慈庵密炼枇杷膏%+

J72O WS( X(2O

$牛头牌

风湿灵%!这些音译与大陆有所差别!无非是有的使用

的了威妥玛式拼音法或通用拼音罢了' 海外库资料显

示!这些药方的方剂名要么配有英译!要么在简介中给

予说明!这些补充措施无疑为中药名内涵的交流提供

了解决之道' .马百良/一百八十年的对外交流经验确

立下来的方剂名翻译策略证明333音译无疑是能够被

英语母语使用者接受的!这一点从其统一的方剂名翻

译策略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这些异化特征的强

力植入!却在事实上让使用者在长期的接触中慢慢接

受了这一策略'

但音译的方剂名应该采取怎样翻译策略实现异化

植入呢!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年通过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 $$

!

20

!

%

"!!%##"

的,中医基本名词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

#$

)明确指出#

.方剂名采用双译法!每一个方剂词条后!均按顺序列

出汉语拼音名及英译名/!.汉语拼音名基本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3

年英文版%-汉语拼音方案!

但采取了以中药名为单位!划分音节/' 这一国际标

准中提出的双译法无疑为具体解决方剂名的实用性+

简洁性+文化传递性问题在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办法'

目前已有许多译者在实践中采用了这一办法!其排列

顺序稍有不同!或拼音在前!或英译在前'

本项研究的海外样本库和总样本库中选用拼音

策略以占绝对多数的事实也表明了这种趋势的优势

地位' 样本库显示拼音$加注英译%和英译$加注拼

音%两种策略的比例在四种策略中排名第三+第四'

两项合计为
#3

!

"I

' 如果加上海外库倾向明显的纯

拼音策略!使用或合并使用音译翻译中成药方的比

例在 海 外 库 高 达
6%

!

BI

! 总 数 据 库 中 也 达

到
6$

!

3I

'

综上!笔者认为从规范性角度来说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即拼音$英译%的

办法来逐步解决问题' 目前国内如云南白药

$

\,<<9< ]9:.90

%均采用了这一办法' 这种做法不

仅有长期的历史实践基础!还解决了中医药方命名复

杂性带来的翻译策略不统一的难题' 而被广泛诟病的

音译.译而不译/的弊端!海外广大厂商使用的英译附

注或简要英文简介说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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