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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从目的论看李照国先生&黄帝内经'的英译

王#娜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

件瑰宝!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医学典籍( &内经'反映了底蕴深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 因此!将&内经'这一中医学古籍的代表作介

绍给全世界意义非凡!很多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

试!李照国先生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两度翻译 &内

经'!可谓这个领域的一位专家!译文也通俗易懂!受

到好评( 然而!其译作中一些具体的翻译!是否贴切传

神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值得商榷和探讨( 本文拟从目

的论的角度!来探讨笔者对李照国先生&内经'英译版

的一些看法(

!"

世纪
7"

年代德国功能派学者
G=B@ 312<121

提出了
HI/J/@ .A/12>1

!即目的论( 目的论认为!所

有翻译活动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翻译应

能在译入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

式发生作用(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

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但翻译活动可以有多

个目的!这些目的进一步划分为三类#$

#

%译者的基本

目的$如谋生%+$

!

%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

$

%

%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

了说明某种语言中的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采用按其结

构直译的方式%( 但是!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

的交际目的!即)译文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译

入语读者产生的交际功能*( 因此!译者应在给定的

翻译语境中明确其特定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来决定

采用何种翻译方法( 至于翻译的标准!目的论用充分

性$

=K1LM=-N

%而非等值$

1LM>O=41B-1

%作为评价译

文的标准( 在目的论理论框架下!充分性指译文要符

合翻译目的的要求!)在翻译过程中以目标为基础选

择实现翻译目的的符号*( 这是一个与翻译行为相关

的动态概念(

,

#

-

&内经'翻译的目的是什么
P

是以一种文学书籍

文本翻译给西方民众!还是以医学书籍的面目呈现给

海外有识之士. 对此!李教授在其&内经'译著前言中

有这样一段论述#)&内经'//对国外医学也发挥了

重要影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日本和朝鲜的

医学!都是以&内经'的思想体系为其理论核心的( 近

世以来!&内经'引起了西方许多国家的重视(*不难看

出!李教授在翻译之前!就确定了偏重于&内经'所承

载的医学价值( 换言之!他的翻译目的应该是侧重于

向世界传播中医学传统医理知识!而不是宣扬古典文

学的文理格式!因此!这样的翻译目的就决定了译者应

该淡化晦涩难懂的古文形式!深化模糊的中医学概念!

得)意*忘)形*!以增译0释译等多种方法来促进读者

的理解( 然而!李教授却在他的翻译中提出了)译古

如古!文不加饰*的原则!并强调以直译为主( &内经'

原文国人能懂的为数不多!把所谓)古色古香*&内经'

英语译文摆在洋人面前!是否有强人所难之嫌. 这就

仿佛把中国古典诗歌用拼音标注!或是逐字译出!难道

西方人就能感受到它的内涵美感吗. 李教授的这一翻

译原则是否符合他传播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目的!又

是否符合当今海外读者对&内经'译文阅读与理解的

实际需要呢. 答案有待商榷( 为此!笔者就李氏&内

经'译本中在翻译处理的手法上!从目的论的视角!从

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拙见(

#

#符号的使用#弗米尔在提出目的论时!还提出

了连贯性$

-/A121B-1 2M41

%和忠实性$

Q>K14>.N 2M41

%

两大基本原则,

!

-

!其中连贯性$

-/A121B-1 2M41

%指译

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

>B.2=

"

.1R.M=4 -/A121B-1

%的标

准!即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能够使接受者理解

并在译入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语境中有意义( 然

而!李教授译文中某些符号的使用却使他的译文违背

了这一原则( 李照国教授在翻译&内经'时!填加了三

种括号!并在书中介绍了这些括号的用途!如圆括号

)$%*所括内容为某术语或概念的现行译法或解释!如

'>BC

$

;@@1B-1

%!而大括号)

S T

*所括内容为由于年代

久远辗转传抄!&内经'所产生的衍文( 笔者对这两种

括号的使用并无异议!而对于方括号), -*的使用是

否必要有不同看法( 李教授在序中特别提到了方括号

), -*的使用#)由于古汉语的表达特别简洁!翻译时

若不增加字词!有时很难使一句话结构完整/像这样

/增加的词语!译文均置于1, -2之中( 译文中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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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1, -2的确有碍观瞻!但惟有如此方能保持原文

的本意!使读者理解何为原经文之语!何为注解之语!

从而防止衍文的出现*( 既然有碍观瞻!那么), -*是

否必要呢. 其实中西方语言有很大差异!如英文往往

要求句子的完整性!正常情况下主语是不可或缺的(

而中文常常以简洁凝练著称!任何形式的句子成分都

有可能被省略( 为了解决这一差异!译者在翻译中使

用增词!减词等技巧都是极为常见的!其目的就是使译

文能够符合译入文化的语法要求!使读者能够理解!而

这样的改变并不会引起原文意思的改变!又何来衍文

呢. 李教授在译入语中增加这种不符合译文规范的特

殊符号!以期达到其所说的)译古如古*的目的!然而

这种做法会使译文读者产生阅读障碍!无法达到真正

的交流目的( 其次!古汉语真地能以此手法进行语际

交流吗. 辜正坤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一

文中说到#)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区别于他种语

言%的东西往往都不可译*

,

%

-

( 翻译中原语的有些东

西是不得不)丢失*的!但其内在的通顺流畅和节奏感

是不能缺失的( 至于西方人要想真正明白古汉语的魅

力所在!最好是学好中文!理解中国文化!或者译者找

到合适的形式来翻译!如用西方古文的形式来翻译!否

则仅仅靠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一些人为的符号!只会使

译文句子分支离破碎!违背连贯性原则!导致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的迷惑(

!

#音译与释译#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目的

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

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 )

.A1 1BK@ UM@.>Q>1@

.A1 <1=B@

*

,

$

-

!即所谓的)目的法则*( 李氏翻译版

本中提出!)在主要概念上!音译为主!释义为辅*!认

为以此能最大限度的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

和主旨( 然而由于中医学概念的模糊性!有些概念在

不同的语境下会出现不同的意思!应根据情况给出不

同翻译( 而李教授为了避免衍文!千篇一律地将其音

译!这样虽然达到了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对等!却很容

易引起读者误解( 如&内经'中常出现)气*的概念!这

个)气*有时指邪气!有时指正气!有时指肾气!有时指

胃气!不同的气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思!应该有不

同的翻译!如&灵枢'中)阖折即气绝而喜悲*

,

V

-的)气

绝*本意指的是肝气阻绝于内!而李教授将其翻译成

了 ,

(Q .A1 =-.>O>.N /Q

-

-4/@>BC >@ 02/I1B

! ,

>. ?>44

41=K ./

-

1RA=M@.>/B /Q W>

! ,

Q21LM1B.4N -=M@>BC

-

C2>1Q

( 这样笼统地把肝气简译成)

W>

*!会不会引起读

者的困惑和疑虑!值得商榷( 再如李教授在其译本中

将 )气下乃至*翻译成 ,

*A1B

-

W> 21-1K1@

!

.A1

B11K41 >@ ?>.AK2=?B

( 并将)

W>

*注释为)

X>1L>

$邪

气!

;O>4

"

L>

%

/2 J=.A/C1B>- Q=-./2@

*( 原文本意是邪

气一退便可拔针!笔者以为这里的气应译成)

;O>4

"

L>

*

$

J=.A/C1B>- Q=-./2@

%较为妥当!无需再加以注释(

中医学概念一词多义的情况很常见!对其中的中医学

概念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采用音译!而要根据词汇不

同情况下的不同意思进行翻译(

%

#直译与意译#目的论提出翻译目的决定译者

的翻译策略( 那么&内经'该使用何种策略!是直译还

是意译!就应该取决于翻译目的与交际实际需要( 李

教授在翻译&内经'时提到要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然而李教授翻译的&内经'!作为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

之一!其目的应为准确地向海外大众传达中医文化!使

海外读者更加了解中国( 因此!在帮助西方读者理解

不熟悉的中医知识!意译显然比直译更能达到这一目

的( 另一方面!在交际实际需要中!中医古籍翻译的特

殊性也决定了&内经'仅靠直译无法达到其翻译目的(

首先中医古籍的语言过于凝练+其次文中提到很多中

医学相关知识!不加以解释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理解!而

且很多词汇在古文与现代文中的意思相去甚远!只求

通过直译达到形似无法正确传达古文意思( 这些现实

问题就说明了翻译过程中意译以及增译0加释等手段

的重要性( )目的论*的忠实性原则$

Q>K14>.N 2M41

%提

出译文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而李教授在译文中某些地方采用

的直译和)文不加饰* 的翻译方法不但没有达到忠实

原文!反而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和迷惑( 如上文提到过

的)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气绝*在现代文中的本意是

肝气阻绝于内! 即#

04/-I /Q 4>O12

"

L> >B@>K1 .A1

0/KN

( 李教授却将)气绝*直译成
1RA=M@.>/B /Q W>

!

这样的翻译其实是误译!又怎能说是达到了忠实原文

和服务海外读者的目的呢
P

目的论认为翻译活动的主

宰不是原文!而是译入文化!译入语言和接收者!因此

一味追求通过直译达到与原文的形似而忽略读者感受

是否能够达到实际交流的目的!值得深思( 下面引用

李氏翻译版本中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
#5

欲以

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营其逆顺出入之会,

V

-

(

$&灵枢"九针十二原第一'%

李译#

( =< .A>BI>BC /Q M@>BC .A1 Q>4>Q/2< B11

"

K41@ ./ K21KC1 .A1>2 -A=BB14@

!

21CM4=.1 .A1>2

04//K =BK W> =BK =KUM@.

,

.A1 =-.>O>.>1@ /Q

-

6>

$

=KO12@1

%!

HAMB

$

KM1

%!

&AM

$

C/>BC /M.

%!

YM

$

-/<>BC >B./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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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中!李教授用了直译的方法翻译了)营其逆顺

出入之会*( 这句话现代白话文翻译是#调整经脉气血

的顺逆出入!使之正常运行( 李氏译文回译过来却是

)调整顺逆出入这些活动*( 读者会不会问调整谁的活

动. 这句话和前文又是何种关系!译文中都没有交代清

楚( 就忠实原文的形式来讲!译文确实做到了!但就服

务读者的目的来说!可能相去甚远( 以增译的方法拟译

为
555@/ =@ ./ <=I1 04//K =BK W> Q4/? .A2/MCA .A1

-A=BB14@ @<//.A4N >B K>21-.>/B /Q 6>

$

=KO12@1

%!

HAMB

$

KM1

%!

&AM

$

C/>BC /M.

%!

YM

$

-/<>BC >B./

%

5

例
!5

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

代者!一脏无气,

V

-

( $&灵枢"根结第五'%

李译#,

(Q .A1 JM4@1

-

01=.@ Q>Q.N .><1@ ?>.A/M.

>B.12<>..1B-1

! ,

>. >BK>-=.1@ .A=.

-

=44 .A1 Z>O1

[=BC

"

,2C=B@ =21 B/M2>@A1K5

,

(Q .A1 JM4@1

-

01=.@

Q/2.N .><1@ ?>.A /B1 >B.12<>..1B-1

! ,

>. >BK>-=.1@

.A=.

-

/B1 /Q .A1 Z>O1 [=BC

"

,2C=B@ A=@ B/ W>5

$注释%# )

/B1 /Q .A1 Z>O1 [=BC

"

,2C=B@ A=@

B/ W>

*

<1=B@ /B1 /Q .A1 Z>O1 [=BC

"

,2C=B@ >@ =0

"

B/2<=45

原文本意是#人体五脏从上到下分别是肺0心0脾0

肝0肾!而气就会以从上到下的顺序进入人体!如果脉搏

跳动五十次而不间歇就说明每个脏器都得到了气!而当

脉搏跳动四十次就间歇一次的话!就说明气到不了肾脏

就回去了!肾气就没有了( 译文中把)五脏皆受气*译为

)

Z>O1 [=BC

"

,2C=B@ =21 B/M2>@A1K5

*即五脏都受到了

滋养!然而受了什么的滋养并没有提到!所以这样的译

法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文章的原意( 后面)一脏无气* 被

直译为),

>. >BK>-=.1@ .A=.

-

/B1 /Q .A1 Z>O1 [=BC

"

,2C=B@ A=@ B/ W>5

*并被注释为)

/B1 /Q .A1 Z>O1

[=BC

"

,2C=B@ A=@ B/ W>

*

<1=B@ /B1 /Q .A1 Z>O1

[=BC

"

,2C=B@ >@ =0B/2<=4

( 不管是译文还是注释都

没有清楚阐释原文的本来意思!也没说明这句话与上句

之间的联系( 拟改译为#

(Q .A1 JM4@1 01=.@ Q>Q.N .><1@

?>.A/M. >B.12<>..1B-1

!

>. >BK>-=.1@ .A=. =44 .A1 Z>O1

[=BC

"

,2C=B@ =21 B/M2>@A1K 0N W> ?A>-A Q4/?@

.A2/MCA .A1 0/KN5 (Q .A1 JM4@1 01=.@ Q/2.N .><1@

?>.A /B1 >B.12<>..1B-1

!

>. @A/?@ .A=. /B1 /Q .A1

Z>O1 [=BC

"

,2C=B@ K/1@B

$

. C1. W>

$

@ B/M2>@A<1B.5

米尔德里德"

\

"拉森$

+>4K21K \5 \=2@/B

%在其

所著的&意义翻译法#语际对等指南'一书中提到#)翻

译基本上是改变形式$

= -A=BC1 /Q Q/2<

%//是用

接受语$目标语%的形式代替源语的形式( 语言的深

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是不同的!译者所要翻译的是深层

结构!即意义!而不是表层结构!即语言表达形式(*

,

7

-

翻译中如果只求在形式上的忠实而忽视内容上的一

致!是达不到真正的)信*的( 大中华文库中英译&内

经'!其目的在于向海外大众传播中国传统医学文化

知识( 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从读者的实际出发!以读

者的理解能力为准绳!力求达到解惑( 所以不能一味

追求对等!应适当采用意译!增译和加释等手段准确传

达中医知识( 另外!译者要想准确传达中医文化!就要

做到准确理解古文!以古文的原意为标准!不能望而生

意( 否则!所谓的直译就变成了误译(

翻译&内经'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正如李教授

所说!这个过程犹如攀登蜀道!)使人听此凋朱颜*(

所以!&内经'译本的完善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

过程中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讨论!笔者在此提出一

些浅薄的意见!希望能为将来出现的经典的&内经'译

本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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