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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

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应用原则与策略

任荣政#

"

!

$丁年青#

$$音译&

*K?BL.@M;K?M@1B

'!亦可称作译音!作为一种

以语言的读音为依据的翻译方式!其一般是按照源语

言语词的发音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之发音相同或相近

的语音进行替代翻译)

#

*

+ 由于中医学自身的学科特

点所决定!音译法在中医汉英翻译实践中的使用频率

要远高于其他学科)

!

*

+ 本文就结合音译法的相关理

论以及翻译实例!对音译法在中医英译领域中的应用

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中医英语翻译和教学实践提供理

论参考+

#

$音译法的基本理论

#

!

#

$音译法的历史源流$有关音译法的应用与

研究在中国翻译史上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

的佛经翻译!而其中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当属唐

代玄奘法师的$五不翻%理论)

&

*

+ 所谓的$不翻%并不

是不翻译!而是指采用音译法进行翻译+ 有关玄奘

$五不翻%理论的记述最早见于南宋法云所著的-翻译

名义集.中)

$

*

!其主要内容包括#&

#

'秘密故不翻!陀罗

尼是+ &

!

'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 &

&

'

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 &

$

'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

提%!实可翻之+ 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 &

<

'生善故不

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令人生敬!是故不翻+

玄奘所提出的$五不翻%理论在实质上是关于音译法

的五条应用原则+ 其中!除第一条$秘密故%原则比较

局限于佛经等宗教翻译领域之外!其余四条原则对于

今天我们进行中医汉英音译实践仍颇具指导意义+

#

!

!

$应用音译法的必要性$翻译过程中最基

本,最常规的手段就是在目的语中寻找源语的对应词

进行替代!也就是所谓的对应翻译法)

<

*

!或称意译

法)

F

*

&此处的意译是广义上的概念!并非指与$直译%

相对应的狭义$意译%概念'+ 然而!在语际转换中还

存在着无对应语的情况!即在目的语中找不到与源语

意义一致的词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的解决手段

有迁移法&

MK?BLN;K;BG;

'和音译法两种+ 其中!迁移

法是将源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目的语中)

%

*

!如将法语

词$

MK?G;-K

%&跑酷',意大利语词$

O@PP?

%&比萨饼'照

搬到英语译文中+ 应用形译法的基本条件是源语与目

的语必须属于相同的文字体系!如法语,意大利语和英

语+ 由于汉语与英语属于迥然不同的文字体系!二者

之间无法使用形译法进行转换!因此应采用音译法+

#

!

&

$音译法的应用形式$在英汉语际交换中!

音译法可分别应用于英汉翻译和汉英翻译+ 英汉音译

主要是选择与英语发音相近的汉字进行替换!而由于

汉字是形音意结合的文字!如果能在表音的同时兼顾

达意!则更是理想之选!如西医学,生物学领域中!基因

&

C;B;

',克隆&

G.1B;

'等词语的音译+ 而受学科特点

的制约!中医翻译领域中的音译法应用基本为汉英音

译+ 汉英音译主要有两种应用形式!除了我们目前所

熟悉和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之外!另一种则是由英国

人
*Q1>?L +?A;

在
#7<:

年首次提出!并由
R@.;L

ST

进行改良之后所形成的 $威妥玛 "翟理斯式%

&

+?A;

#

R@.;L

'拼音法!也简称$威氏拼音法%

)

7

*

+ 在

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汉英音译一直都采用

的是威氏拼音方案+ 从
#:7!

年起!我国提出的-汉语

拼音方案.被联合国标准化组织接受!确定为拼写中

国人名,地名和一切中文文献的国际标准!原有的威氏

拼音方案被废止)

:

*

+ 应该承认!威氏拼音法的发音比

较符合英语的发音习惯!因此更加容易为西方人所接

受+ 但是其也存在一符多用等弊端!如$

GQ-

%同时对

应$居%和$朱%等!容易造成混乱和不便(况且根据名

从主人的原则!其为-汉语拼音方案.所取代也是理所

当然+ 近年来!

+SI

所颁布的针灸穴位)

#"

*以及传统

医学名词术语的国际标准方案)

##

*中所使用的音译也

都是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但是!由于威氏拼音法毕

竟在汉英音译中应用了百余年!受语言约定俗成规律

的影响!至今仍有一些汉语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的音

译保留了威氏拼音法的形式!如清华大学&

*L@BCQ-?

UB@V;KL@M/

', 青岛啤酒 &

*L@BCM?1 W;;K

', 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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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Q@

'等等+ 中医术语的$气%和

$太极拳%!除了音译为$

D@

%和$

M?@Y@

%外!也可以见到

$

'Q@

%和$

*?@ 'Q@

%的形式+ 其中$

GQ@

%多见于较早出

版的中医英文书籍!正逐渐被 $

D@

%所取代!而 $

*?@

'Q@

%则呈现和$

M?@Y@

%并存的局面+

!

$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应用范围

中医学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

程中融汇了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 因此!相比西医

学等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中医学包含了更多具有鲜明

民族特色的事物和概念!在其对外翻译中!音译法自然

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范围!以下按照学科内容分类

对音译法在中医英译中的主要应用进行梳理+

!

!

#

$基础理论的翻译$音译法在中医汉英翻译

中最为典型的应用是用来翻译中医基础理论中所独有

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 如前所述!相对于英汉

音译!汉英音译就其应用形式本身而言!相对固定!可

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关键在于对其适用原则的理解

和把握+ 在前面有关应用音译法的必要性的论述中提

到的无对应语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源语中的词汇所

反映的事物为该民族所特有!其在目的语的民族文化

背景中并不存在!所以没有相应的指代用语+ 这也就

是$五不翻%理论中的$此无故%原则!可以说是对音译

法应用原则的最本质的概括+ 具体到中医基础理论的

汉英翻译实践!要正确地判断哪些中医术语适合采用

音译法翻译+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学体系的基础部分!阐述

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关于正常生命现象以及

疾病的认识等!因此必然会蕴含一些为中医理论体系

所独有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其在英语等其他民族语言

中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语!因此宜采用音译法+ 以$阴

阳%一词为例!其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是对自

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

括)

#!

*

+ 阴阳概念的内涵丰富而外延宽广!虽然阴阳的

对立属性可以用$

B;C?M@V; ?BA O1L@M@V;

% $

N;>?.;

?BA >?.;

%以及$

A?KZ ?BA [K@CQM

%等英语词语来进

行解释!但是这些词却都无法全面反映阴阳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因此将其音译为$

/@B/?BC

%是唯一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译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阴阳%

都应采用音译!只有当其作为古典哲学中表示相互对

立的概念而使用时!阴阳才同时具有$动静,寒热,天

地,日月,男女%等丰富而宽广的含义!才符合$此无

故%原则!因此适合采用音译翻译法(而当阴阳在一定

的语境中分别指代$日月%,$男女%,$昼夜%等具体的

事物!则应意译出其确切含义!而不应以拼音代之+ 比

如中医古典医籍-诸病源候论.中论述$阴阳过度!则

伤包络%!此处的阴阳实际为性生活的委婉语!因此应

意译为$

L;\-?. ?GM@V@M@;L

%才恰当)

#&

*

+

$气%也是中医基础理论中所特有的一个概念+

一些学者依据中医学中的气具有不同种类以及气的一

词多义性来论证气采用音译的必要性!其实并未抓住

问题的本质)

#$

"

#F

*

+ 实际上!中医学中的气的基本内

涵是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其被认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

基本物质!同时气的运动变化也是推动万物发生,发展

的基本动力+ 当$气%最初被介绍到西方时!人们主要

是基于气对宇宙万物以及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和推动

作用!而将其意译为$

V@M?. ;B;KC/

%!在-新世纪汉英

大词典.中!所给出的中医气的英语对应词仍为$

V@M?.

;B;KC/

%

)

#%

*

+ 但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

这个意译无法表达其丰富的内涵!故最终放弃了意译

而改用音译$

D@

%来代替)

#7

*

+

总之!基于以上分析!不论是$阴阳%还是$气%!都

是中医学所独有的概念!符合$此无故%原则!在英语

等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与之内涵和外延相同的对应

语!所以需要采用音译!这也是在中医汉英翻译中应用

音译法需要首先把握的基本原则+

!

!

!

$中药,方剂的翻译$中药名称的标准翻译

是采用拉丁语进行标识!并应包含药用部位,药材来源

的属名&来自同属的可加种名'以及炮制手段等基本

信息)

#:

*

!具体标识应以-国家药典.的规定为准!对于

药典中未收录的中药也应仿照药典的格式进行翻译标

识+ 除了使用拉丁语之外!为了方便信息的快速传递

与有效交流!近年来中药名称翻译越来越呈现出辅以

英文名称和汉语音译的标注趋势!如大青叶)

A? D@BC

/;

*

X1.@-> )L?M@A@L

& 拉 '(

H/;KL +1?A ];?N

&英'

)

!"

*

+ 使用汉语音译的好处是能够反映出中药在

中医中的原始应用状态!方便外国使用者根据其发音

与中医师进行口语交流以及确定相应的中药+ 需要注

意的是!由于有些中药名称发音完全相同或相近!如斑

蝥"斑茅)

W?B >?1

*,地筋"地锦)

H@ Y@B

*等!其音译

形式也就完全一样+ 但是!由于同时配有拉丁语和英

语标识!造成混淆的可能性并不大+

与中药的翻译不同!方剂名称的翻译要更为复杂+

中医方剂的命名方式多样!有以组成方剂的全部或部

分药物命名的!如桂枝汤,麻杏石甘汤(有以方剂的功

效,主治命名的!如温脾汤,止嗽散(有以药物剂量比例

命名的!如六一散,九一丹(有以服药时间命名的!如鸡

苏散,鸡鸣散(有以功效比喻命名的!如玉屏风散,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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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散(还有以象征,隐喻方式命名的!如白虎汤,大小

青龙汤等+ 除此以外!还有综合运用几种方式命名!以

及将药物炮制,煎服方法等信息融入方名中+ 这些都

使得中医方名异彩纷呈!富含中医学理论以及传统文

化内涵!从而给其英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以相对简

单,明了的按组成药物命名的方剂为例!有译者按照方

名中的药物拉丁语译名进行翻译)

!#

*

+ 但是!考虑到拉

丁语的繁复性!用其来译桂枝汤这样的方剂尚可接受

&但是也存在理解和使用不便的问题'!而如果是翻译

麻杏石甘汤或者方名组成更为复杂的方剂!那么其译

名的冗长难免令人望而生畏+ 至于文化内涵丰富的方

剂名翻译则更是争论激烈!难以达成共识+ 以$白虎

汤%为例!其方名中的白虎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

象!以其应秋而炎暑自解来表征方药具有清热的功效!

与实际的动物白虎并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一些学者

认为本方名如果直译为$

^Q@M; M@C;K

%不但无法传递其

深刻内涵!甚至有致误解的可能!而主张从功效主治的

角度意译为$

H;G1GM@1B N1K _;>1V@BC 9?MQ1C;B@G

S;?M

%

)

!!

*或$

H;G1GM@1B N1K =.@>@B?M@BC S;?M

%

)

!&

*

(

然而亦有学者反对这种译法!并从保持文化内涵以及

翻译的异化角度坚持采用 $

^Q@M; M@C;K

% 的翻译

方法)

!$

"

!F

*

+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中医方剂翻译中!无论是直译

还是意译!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方剂简洁,统一的

英译!因此也就无法起到有效标识方剂的作用+ 在现

阶段!音译法是对方剂英译的基本和主要途径!只有在

统一进行音译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索方剂名称贴

切,合理的意译翻译+ 在具体的音译过程中!方名的翻

译通常采用方名音译加剂型直译相结合的方式!如桂

枝汤的音译为$

R-@PQ@ H;G1GM@1B

%+ 虽然也有学者主

张方剂的音译应采取彻底音译法!如将桂枝汤音译为

$

R-@PQ@ *?BC

%

)

!%

*

!但是按照音译的一般规则!剂型作

为指类词并没有进行音译的必要+ 此外!在音译的过

程中还要注意汉语拼音发音的准确性!尤其是对多音

字的发音进行鉴别!例如中成药知柏地黄丸的音译在

已发表的文献中出现$

4Q@[?@ H@Q-?BC 9@..

%和$

4Q@[1

H@Q-?BC 9@..

%并存的现象+ 分析该方剂是由六味地

黄丸加知母,黄柏&黄檗'两味中药配伍而成!而黄柏

中的柏字应读作
[

%!因此知柏地黄丸的正确音译应为

$

4Q@[1 H@Q-?BC 9@..

%

)

!7

*

!但是在
!""$

年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颁布的-中医药学名词.

)

!:

*以及

!"#"

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中!知柏地黄

丸的音译却均为$

4Q@[?@ H@Q-?BC 9@..

%!值得商榷+

!

!

&

$经穴名称的翻译$中医学的对外传播在针

灸领域开展得最为成功!这极大促进了针灸学相关理

论的英译(反过来!针灸理论的英译和国际标准化对海

外$针灸热%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这反映出中

医国际化进程与中医英译事业间密不可分,相互促进

的关系+ 目前!经穴名称的英译翻译是整个中医英译

中开展的最为成功,争议最少的领域!通行的英译方式

为汉语拼音音译加所属经脉的英文缩写及编码+ 例如

$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第三十六个穴位!而足阳明

胃经的英文缩写为
6*

!因此$足三里%的国际标准译

名为
4-L?B.@

&

6* &F

'

)

#"

*

+ 在实现国际标准化的全部

&F#

个经穴中!有几组穴位因为汉语发音相同而有相

同的音译!包括$伏兔%与$扶突%,$腕骨%与$完骨%以

及$中渚%与$中注%!但是由于配合使用了经脉定位编

码!并不存在混淆的问题+ 除了经穴采用音译外!对于

那些有特别含义的特定穴位的翻译则采用音译与意译

相结合的方式!如五输穴的英文翻译为井穴 &

(@BC

#

+;..

'!荣穴&

5@BC

#

6OK@BC

'!输穴&

6Q-

#

6MK;?>

'!经

穴&

(@BC

#

_@V;K

'!合穴&

S;

#

6;?

'!可以看出!其中井

穴和经穴的音译完全一样!但是因为配合了意译!同样

也不至于混淆+

对于穴位名称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有一些学

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古人在为穴位命名时!运用古

代天文,地理,建筑学等知识进行比喻和类比!将穴位

的解剖定位,生理功能,主治功效等信息融入其中!如

孙思邈在-千金冀方.中就曾指出#$凡诸孔穴!名不徒

设!皆有深意%+ 因此!采用音译翻译法!难以体现出

原中文名称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与美学价值+ 对此!有

学者提出如果听任目前针灸穴位翻译的现状继续下

去!针灸穴位含义所富含的中国特有文化的内容会随

时间的推移而在境外慢慢淡忘甚或消失!并认为这有

悖于对外传播中医药学的初衷)

&#

*

+ 此外!著名的外籍

中医翻译专家
3@C;. +@L;>?B

也是穴位名称意译的

积极倡导者!在其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

)

&!

*中!

对所有的针灸穴位名称都作了意译!如将$睛明%穴意

译为$

WK@CQM =/;L

%+ 应该说!这些专家学者希望通

过意译体现穴位名称的文化内涵的主张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这必须是在保证穴位译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的前提之下!必需首先要满足在不同国家开展统一,规

范的针灸医疗的需要+ 因此音译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穴位名称翻译的主要方式+

!

!

$

$医家,医著的翻译$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

历史上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医家所开

创的理论以及所撰写中医著作都是构成中医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对外介绍中医学就不能不述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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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医家+ 从这个角度来讲!著名医家的名字也是中医

英译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医药学名

词.

)

!:

*和
+SI

公布的-

+SI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

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

)

##

*两个规范性文件中都纳入了

历代著名医家姓名英译的原因+ 作为专有名词!对医

家姓名的翻译采用音译法无可厚非!但是由于英美人

名的顺序与中国不同!为名在前而姓在后!为此!对于

中国人名英译究竟如何处理姓和名的先后顺序问题!

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分歧!在实践中也存在不统一的现

象+ 实际上!姓名的先后顺序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

统的具体体现!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在译入其他语言

时!无论是书写形式还是口头交际中!都应尊重源语民

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保持原有的姓名顺序)

&&

*

+ 在我

国正式对外发行的英文报刊&如
'Q@B? H?@./

'以及我

国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上!中国人姓名的英译顺序

是非常明确的!即都是姓在前而名在后+ 因此!中医医

家的翻译也应该按照这个顺序进行音译!如$张仲景%

的标准音译为$

4Q?BC 4Q1BCY@BC

%+ 另外一个在人名

音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医家的名字是$复

姓
`

单字名%的形式!如西汉医家淳于意!复姓淳于单

名意!魏晋医家皇甫谧!复姓皇甫单名谧!在翻译中应

注意区分姓和名! 分别翻译为 $

'Q-B/- 5@

% 和

$

S-?BCN- ,@

%+

有关中医学著作名称的英文翻译属于书名翻译的

范畴!本不应采取音译法!但是由于中医学领域中的情

况特殊!应当区别对待+ 对于近现代尤其是建国后出

版的中医类书籍!其书名翻译应采取意译法!并确保同

一本书英语译名的统一性!如果书籍在出版时本身已

经带有英语译名的!则应该尊重原作的英译名+ 而对

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中医古籍!其

中文书名常常用词古奥,含义隽永!如-审视瑶函.,

-格致余论.,-重楼玉钥.等!要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

翻译实属不易!更加难以对其英译名实现统一+ 以中

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为例!其英译名就有-

*Q;

5;..1^ =>O;K1K

&

L '.?LL@G 1N )BM;KB?. ,;A@G@B;

.,

-

*Q; 5;..1^ =>O;K1K

&

L )BB;K '?B1B

!

S-?BCA@

&

L

'?B1B 1N ,;A@G@B;

.等近
#"

种之多+ 这里暂不评论

这些译名的孰优孰劣!单单是译名如此庞杂本身就会

造成指代不清!给传播与交流造成一定的混乱!带来诸

多的不便+ -黄帝内经.书名本身文字质朴!其英译研

究也开展得相对较多!书名英译尚且如此混乱!那么对

于数量巨大的中医古籍来说!要想在短时间内寻找到

恰当的英译并达成统一显然难以实现+ 鉴于中医古籍

作为中医学的经典性著作!经受了漫长的历史考验而

留存至今!远非普通的医学书籍可比!其书名具有显著

的专有名词性质!因此在翻译中!不妨在意译的同时!

保留书名的音译!从而明确指代对象!方便交流与传

播!如此也有助于推动书名意译的学术争鸣+

&

$中医汉英音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音译翻译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即名从主人原则

和约定俗成原则!在中医翻译领域应用音译法也同样

要遵守这两条原则+

&

!

#

$名从主人$名从主人原则的主要含义是指

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词语在音

译时都应按照其来源民族语言的发音来译!例如$金

日成%不能译为
(@B _@GQ;BC

!而应根据朝语译为
8@>

..

#

L-BC

)

&$

*

+ 名从主人原则本身比较好理解!而且因为

我国是中医的发源地!绝大多数词汇的音译只需按照

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医中有

少数用语来源于佛教!而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较为久

远!这些用语已经融入了汉文化之中!因此很容易被误

认为是汉语词汇而按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如$菩萨%一

词的正确音译不是$

9-L?

%而应是$

W1AQ@L?MMV?

%!因

此!中医方剂菩萨散的音译应为$

W1AQ@L?MMV? 91^

#

A;K

%!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名从主人+

&

!

!

$约定俗成$约定俗成一词语出自荀子的

-正名.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

于约则谓之不宜+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

之实名+% 约定俗成作为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反映

了当某一事物的名称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并长期使用

后!就带有了某种约束力和一定的强制性!而不能随意

进行更改+ 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的影响既体现在如

$五不翻%理论中$顺古故%原则所说的对某些已经约

定采用音译的词汇不再进行意译!也体现在对一些约

定进行意译的词汇不再采用音译+ 如中医学术语$三

焦%一词!其英译翻译采取音译更为合理)

&<

*

!但是!

+SI

在
:"

年代初制定的翻译标准就将三焦的标准

译法规定为$

MK @O.; ;B;KC@P;K

%+ 经过多年的使用!

$

MK @O.; ;B;KC@P;K

%已经成为了$三焦%一词在英语中

的实际对应词+ 除此以外!约定俗成原则还体现在当

人们认识到一些词语的音译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一定

的偏差时!仍然难以进行纠正而继续沿用原有的音译+

如有学者考证!艾灸一词的英译$

>1\@[-LM@1B

%其中

表示$艾%的词根$

>1\@

%来自日语中艾的音译$

>1\

#

?

%!故而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提出应按照$艾%的汉

语发音$

?@

%将艾灸的英译改为$

?@[-LM@1B

%!以彰显中

国是艾灸治疗的发源地)

&F

*

+ 然而!

>1\@[-LM@1B

一词

已经使用了数百年!其早已经为国内外人士所熟悉!要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1

!

%

"!""$$"

重新调整必然会带来诸多不便!也很难达成共识+ 由

此也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的

支配和影响力要高于$名从主人%的原则+

在认识到约定俗成原则对音译实践存在影响的同

时!还应该认识到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

成不变的+ 随着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日益深化!人们对异

国文化背景中的事物会获得更加深刻和具体的认识+

因此!其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会对局部的不

合理的翻译进行调整和修正!也就是$再约定%的过

程)

&%

*

+ 这种再约定体现在音译翻译实践中!既可以是

某些词语原来采用的意译逐渐被音译所代替!如前面所

举的气的翻译从$

V@M?. ;B;KC/

%到音译为$

D@

%的例子(

也可以是某些原来采用音译的词语!逐渐找到了或创造

出合适的对应语!如中医$证%的翻译!从最初音译为

$

PQ;BC

% 演变到目前的意译 $

O?MM;KB

% 或 $

L/B

#

AK1>;

%+ 这种在翻译实践中的$约定与再约定%过程

也表明翻译是一项需要不断反思与创新的事业+

$

$中医汉英音译应避免的误区

在中医汉英音译过程中除了要遵循上述的基本原

则外!还要注意避免两大误区!或者说走向两个极端!

一是惧用或拒用意译法(一是对音译法的滥用+

$

!

#

$拒&惧'用音译$由于音译一直以来被当

做翻译过程中的$变通之法%和$权宜之计%!而缺乏

足够的重视!一些译者担心如果使用音译法会被人

质疑自己的翻译水平而尽量避免使用音译法+ 此外

也有一些译者过度担心国外读者对音译词的接受能

力!不敢使用音译法!而在目的语中勉强寻找与之类

似或接近的对应语或是自行造词进行替换!如将$太

极拳%翻译成$

LQ?A1^ [1\@BC

%+ 这样做的弊端是

以偏概全!导致源语信息的缺失!甚至背离了源语的

真实含义+

$

!

!

$滥用音译$与惧&拒'用音译法相对的另外

一个极端!就是译者人为地扩大音译的使用范围!导致

对音译法的滥用+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类+ 一类

是译者过分强调中医内涵的独特性!如有学者认为中

医五脏的概念偏重功能性而与西医的五脏不同!反对

采用$

Q;?KM

%等意译法(还有的学者提出
?G-O-BG

#

M-K; O1@BM

或
?G-O1@BM

失去了穴位一词原有的空间

概念!应将穴位音译为$

\-;^;@

%

)

&7

*

+ 而另外一类滥

用的情况则是由于音译法本身比较容易操作而会使译

者养成避难就易的习惯)

<

*

+ 如前文所述!对于阴阳的

具体语境不加鉴别!凡是遇到就统统音译+ 无论是出

于上述哪一种原因!过多过滥地使用音译!都会影响信

息的有效传递!不应当提倡+

上述两个误区在中医汉英音译中都应该极力避

免!而其关键还在于对音译适用原则的正确理解与严

格把握!并在翻译实践中对具体语境进行深入细致的

分析!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

<

$中医汉英音译的优势

最后!音译法作为中医汉英翻译中的一种必要

的翻译手段!不但可以有效解决无对应语的意译困

境!如果使用得当!还能发挥出意译法所不具备的优

势+ 一方面采用音译翻译法能够实现译语的统一和

规范!而这是名词术语翻译需要满足的最基本要求!

如前文所提到的方剂,穴位以及医著等的音译都体

现了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

化!西方人士对汉语音译词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提

高!适当使用音译词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探求精

神!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乃至中华传统文

化的对外传播与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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