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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图式论视角下中医药文献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

李#蕾

##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而承载这些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

D.3J./<

"

32,B<B

K2/BL

%却是翻译中遇到的最大障碍' 这些词多被认

为是不可译的!它们的概念对目的语文化中的读者来

说是完全陌生的'

文化负载词是承载一定文化信息的词汇!包括一

些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习语(成语和

典故等' 美国翻译理论家
>.M<-< 5@B,

认为要想在

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充分了解文化的五个分

支!即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及语言文化)

#

*

' 文化负

载词可据此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及语言文化等

五大类' 通常文化负载词可通过直译或直译加注(音

译或音译加注(意译法(替代法(省略法和增译法等方

法处理' 文本类型的差异以及归化(异化的取向不同

决定了译法的不同' 为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向外国读

者展现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综合使用多种译法有助

于译者最大限度地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源语文化词的

内涵'

#

#文化图式论

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表明!知识在人的记

忆中是以块$

DN.-OL

%的方式贮存的' 这种块状结构

被称为+图式,$

LDN<?,

%!也就是每个人过去获得的

知识(经验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 这种储存不是简单

的罗列和堆砌!而是围绕不同事物和情景形成有序的

知识系统' 图式是认知的基础!在大脑中形成后会对

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重组(理解和记忆)

!

*

'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受到社会背景(民情风俗(

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和知识结构' 这种带有文化色彩的认知心理状态以图

式的方式贮存在人们记忆中!就形成了各民族特有的

文化图式' 翻译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图式的影

响' 一方面!译者要以读者身份与原作者交际!正确激

活原语言文化图式!准确理解原文&另一方面!译者又

要充当作者!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 在这一阶段!译者

应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帮助译文读者激活文化

图式!理解原语中的文化现象'

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应具备并成功激活相

关的文化图式!采取措施填补(激活(重建译文读者的

文化图式' 汉语作者与英语读者间的文化图式关系分

为#契合(并行(空缺以及相异' 对于相互契合的文化

图式!采取直译法即可!如+皮部,可直译为 +

D.J,-<

"

2.L /<M@2-

,' 对于并行或类似的文化图式!可采用归

化法帮助读者激活本民族的文化图式!并理解原文意

义' 如+经络,可译为+

?</@B@,- ,-B D233,J</,3

,' 如

果原文的文化图式在译入语读者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

或不完整!就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例如+丹田,

和+三焦,都是常用的中医名词术语!但在西方人脑中

是根本不存在的概念' 译者在翻译时应尽量填补图式

空白!采用音译(直译(阐释法(直译加注(意译等策略'

有些汉语文化负载词的音译已成为英语的一部

分!如阴阳 +

0@- 0,-M

,!五行+

K.P@-M

,! 气 +

Q@

, 等'

有些直译也已完全进入英语中!如中草药 +

&N@-<L<

N</R,3 ?<B@D@-<

, 等' 对于西方人比较陌生的文化

负载词!可采用阐释或直译加注释的办法' 如+六淫,

可直译为 +

L@P <PD<LL<L

,!并辅以注解#+

7 D233<D

"

J@S< J</? T2/ JN< L@P <PD<LL@S< 2/ .-J@?<30 D3@

"

?,J@D @-T3.<-D<L ,L <PJ</-,3 U,JN2M<-@D T,DJ2/L

#

K@-B

!

D23B

!

L.??</

"

N<,J

!

B,?U-<LL

!

B/0-<LL

,-B T@/<

!

,3L2 JN< L,?< ,L L@P D3@?,J@D U,JN2M<-

"

@D T,DJ2/L

)

%

*

,' 有些负载词表达的是有浓厚民族文

化特色的现象!且直译加注无法使英语读者理解时!可

采用意译法' 如 +走方医, $又称 +牛医,%可译为

+

T23O B2DJ2/L

,' 当两种文化图式相异或冲突时!会

造成理解的错误或偏差' 此时在翻译时应修正并重建

英语读者的文化图式!帮助其理解异族文化!采用以原

文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的异化方法)

!

*

' 如+通利水道,

可译为 +

U/2?2J< JN< K,J</ ?<J,R23@L? @- JN<

R2B0

$直译为
B/<BM< JN< K,J</ U,LL,M<

% ,'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图式论已被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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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阅读(写作(教学及翻译等领域' 图式可分为内

容(结构和语言三方面!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 翻译

就是利用认知图式理解并转化原文概念的过程' 汉英

文化负载词间缺乏相同概念意义的词汇空缺$

3<P@D,3

M,U

%或词义空白$

L<?,-J@D A</2

%造成了词汇概念

意义不等值的翻译现状' 针对这种翻译困难!译者可

采取策略实施补偿!尽可能保证概念的传递及文化意

义的传达'

目前!关于中医药文化中的特有图式解释和转换

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图式论在中医药翻译中的应用有

助于从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阐释翻译的重

点和难点!推动和促进中医药翻译的科学化(系统化和

规范化' 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跨文化交际的

活动' 由于汉语文化负载词承载着大量汉语特有的文

化信息!译者必须在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深入了

解外国文化!在翻译中帮助译文读者填补图式空白!修

正图式差异!从而重新构建文化图式!正确理解原文及

原语文化'

!

#中医药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目前!针对中医药典籍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研究主要涉及到 -黄帝内经.这一经典著作' 周冬

梅)

6

*从顺应论视角研究内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指

出内经翻译的水平有待提高!原因在于医古文语言的

晦涩难懂和中医理论的深奥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 做为一门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传统医学!中医与西方医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其丰富的

文化色彩和人文内涵' 无论是中医古籍还是现代著

作!都含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 因此!做好文化负载词

的翻译是做好中医翻译的关键'

张璇)

$

*指出!内经中名词类文化负载词占大多

数!包括人名$如黄帝(岐伯等%(中医常用解剖及生理

病理术语$如阴阳(精(气(任脉和天癸等%及其他一些

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百岁等%&占比重较

小的动宾类文化负载词$如登天(入房等%常因理解不

正确而误译&形容词类文化负载词占比例最小!如神灵

$表聪明%' 人名类名词基本以音译为主!或辅以字对

字解释' 如黄帝可译为+

V.,-MB@ 2/ :<332K >?U</

"

2/

,' 中医常用解剖及生理病理术语常采取音译加括号

夹注法!如神可译为 +

JN< WN<-

$

?@-B 2/ LU@/@J

%,&精

气可译为+

'@-MQ@

$

>LL<-D<

"

X@

% ,' 对比李照国和
(3

"

A, 1<@JN

的两个-黄帝内经.译本发现!李本以异化为主

的译法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医术语!但其在目的语中的接

受程度还有待考证&而
(3A, 1<@JN

归化为主的译法更有

利于译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但却不利于中医术语英译

词的标准化以及中医术语在英语读者中的推广' 其他

文化负载词均以结合语义意译为主'

中医药典籍中的语言兼具文学性和科学性!并夹

杂着半古文的表达' 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文

化!也是传统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文学

性强(半文言的表达增加了理解和翻译的难度&文化负

载词的翻译既重要又难以解决&中医名词术语与西方

医学名词术语不完全对等!容易引起翻译的错误' 对

此!译者应透彻理解原文!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此

外!作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推动者!译者应尽可能

向西方读者传达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涉及到典籍(古

代著名的人物及事件时!应补充解释和说明' 这有助

于译入语读者构建相应的文化图式!加深对中医药文

化的理解' 当然!为保证有效的对外传播!译者既要尽

量保留中医的文化特色!又要兼顾西方读者的接受

能力'

具体的翻译策略包括#长短句及句型的适当转换&

修辞手法的尽可能保留&直译加注或直译意译相结合&

音译加直译!并辅以注解' 必要时综合采用多种译法!

尽可能准确有效地传递中医药文献中的文化意义' 翻

译科普类小故事时!应少用长难句!多用语义简明(结

构紧凑的短句' 科普类故事的受众是一般读者!翻译

的目的是引起读者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加深对中医

药文化的了解' 因此!兼顾故事的趣味性和一定的知

识性是非常必要的' 涉及到医学名词术语时!翻译一

定要严谨(准确!确保传达的医学信息是与原文相对

应的'

对于多见于中医药文献中的骈偶现象!要尽量在

形式和意义上保持对等!保留原文的神韵' 特别是在

章节小标题中出现的二字(四字等整齐对称的表达形

式!在英译时要尽可能使用简明达意的词句' 根据不

同情况!可适当采取直译或意译的方法' 如#+不封不

树,按字面意思可译为 +

52 ,K,/BL ,-B N2-2/L

,!

但这种译法在音韵(形式和结构上都不够理想' 结合

对文章上下文语境及背景文化知识的深入理解!构建

出以下文化图式#-周易.说#+古时埋葬死人!只用柴

草覆盖尸体!葬在荒野之中!不封土造坟!不种树以标

其处',于是死后能返朴归真!性命亡了!不至于损伤

身体' 大医学家皇甫谧决定死后不封土建坟!墓上不

种树作标记!使他生前的痕迹无处可寻!让他的形体与

大地同体)

F

*

' 主人公生前淡泊名利!死后也不愿厚

葬!因此可结合文意把题目译成 +

52 J2?RL

!

-2

J/<<L

,' 这种译法在形式(结构(语义上都比较恰当!

给读者留有一定的悬念!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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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翻译中的文化图式转换或构建

目前中医药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有#滥用拼

音&过于归化!丢失民族文化特色&过于注重直译!表达

不易理解或生硬不通顺等' 这些译法都不利于译入语

读者文化图式的构建!阻碍了中医药文化的有效传播!

结果反而失去了翻译的初衷'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

过程中!既要保留传统特色!也要确保传播的有效性!

让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中医药文化' 中西方的

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很大阻碍!翻译的重点和难点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

#

#章节标题的翻译#标题的翻译应在言辞达

意的基础上尽可能简短' 有些中药名作为标题的只保

留拼音及英文表达!不用拉丁文' 标题中同时出现拼

音(英文和拉丁文
%

种形式会显得冗长拖沓' 药名的

拉丁文可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该药名的地方用括号标

注!这样既能保证药名翻译的准确性!也能避免题目过

长' 有些药名的英译名有很多个!且没有统一的翻译

标准!容易引起误解' 这时可首先确定原文中的药名!

再尽可能寻找目的语中相对应的翻译' 一方面!这要

求译者有深厚的医古文及医学知识功底!能准确理解

原文并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合适的译词' 另一方面!过

于佶屈聱牙的译文尽管在学术上比较严谨!但不易为

读者所接受!不能有效帮助读者建立相应的文化图式'

因此!可适当采用略译或意译的方法!让语言通俗易

懂!有效实现中医药文化知识的普及'

%

!

!

#修辞手法的保留或转换#中文中的双关(

对偶等修辞手法是翻译的难点' -医林掌故.中的-远

志小草.一文选自-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从隐居到

被朝廷招募的过程' 文中的+远志,既有远大的志向

之意!又是一种药名' 而+小草,既能寓意身份的卑微

和普通!也是+远志,的别称' 译成英语之后!谐音的

修辞手法不复存在' 然而!译者可以通过拼音加解释

的方式帮助读者构建文化图式!从而较为完整地还原

本来的文化寓意' 此外!题目+远志小草,也是一个翻

译的难点!因为它有多层寓意#既暗指中药+远志,的

别称是+小草,!又喻示谢安的远大理想和落魄现实间

的巨大反差' 这种概念隐喻只能通过直译并在文中或

文后补充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远志为多年生草本!服之

可+益智慧(强志,!故得其名' 这种药草的根和地上

部分都可用药#根名为+远志,!服之可强志而致远&地

上部分名为小草!有益精(补阴的功效)

F

*

' 为清楚解

释远志和小草的双关含义!章节标题+远志小草,可译

为 +

Y@JJ3< M/,LL :.,-AN@

,!并在文后辅以注解#

+

:.,-AN@

$

?@3OK2/J

&

Z,B@P [230M,3,<

%

@L , U</<-

"

-@,3 N</R

!

R<@-M R<-<T@D@,3 J2 K@LB2? ,-B LJ/2-M

B<J</?@-,J@2-4 )N.L @J @L D,33<B :.,-AN@

$

?<,-@-M

N@MN ,?R@J@2-

%&

JN< 2S</M/2.-B U,/J @L D,33<B \@

"

,2D,2

$

3@JJ3< M/,LL

%!

K@JN JN< <TT<DJL 2T @-S@M2/

"

,J@-M JN< <LL<-D< ,-B 0@-4 (- JN< LJ2/0

! $

:.,-AN@

$

,-B

$

\@,2D,2

$

,/< .L<B J2 @?U30 JN< U,LJ L<D3.

"

L@2- ,-B U/<L<-J T/.LJ/,J@2- 2T \@<

$

,-

,

4

%

!

%

#药名考证的翻译#对于涉及药名考证的文

章!中文的药名本身就容易混淆!翻译时更要特别注

意' 如河豚在古医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有毒!有

的说无毒' 河豚又名鎨鱼或
!

鱼!故既可译为 +

V<

"

J.-

$

[.TT</ T@LN

% ,!也可译为 +

].@0.

$

&N,--<3

D,JT@LN

% , 或 +

V.@0.

$

Y2-ML-2.J D,JT@LN

% ,' 涉

及到药名考证时!要仔细研读原文并查阅资料!确定原

文中的药物后再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并

构建相应的文化图式'

对于一语双关且颇具传奇色彩的中药名!可通过

音译加注的方式填补空缺的图式' 涉及到历史人物传

说的需要补充说明!以利于文化图式的构建' 如+刘

寄奴草,的名称源自宋武帝刘裕的小名!传说刘裕曾

用它来治刀伤!故得其名' 又因宋时谓刘为卯金刀!乃

呼刘为金!故有金寄奴之名!而江东人又常谓之乌藤

菜)

F

*

' 对于这味有传奇色彩的中药!历史故事的生动

叙述能让读者对中医药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它的几

个别称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因而需进一步

补充解释!帮助读者构建较为完整的文化图式' 标题

+刘寄奴草,可译为 +

Y@.^@-. V</R

$

G@S</L< W,M<

"

R/.LN

%,!然后在文后补充解释药名的由来#+

Y@. '@-.

$

7/J<?@L@, ,-2?,3, W4 +22/<

!

,3L2 D,33<B '@-

'@-. 2/ *.J<-M &,@ @- &N@-,

%!

,- N</R 2T JN<

D2?U2L@J< T,?@30

!

K,L 2/@M@-,330 T2.-B R0 *. G@

2T W2-M

$

,3L2 D,33<B Y@. '@-. 2/ Y@.0.

%

@- JN<

L2.JN</- W2-M B0-,LJ04 (J K,L T@/LJ .L<B J2 D./<

JN< @-D@L<B K2.-B4 [<2U3< 3@S@-M 2- JN< L2.JN</-

L@B< 2T JN< :,-MJA< Z@S</ D,33<B JN< <?U</2/

+

'@-

,

R<D,.L< N< N,B R<<- D,33<B

$

+,2^@- G,2

$

$

?<,-@-M JN< D2?U3<P &N@-<L< DN,/,DJ</

+

3@.

,

刘%

@- JN< W2-M B0-,LJ0

,

4

%

!

6

#恰当使用注解说明#需加注或补充解释的

内容包括#古代官职名(地名(名人(名著(谐音词(人称

转换等' 恰当使用注解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文化

背景!也有利于传播中医药文化!然而过多加注会让读

者失去阅读兴趣!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有效传播' 因而!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 !"#$

!

1234 %$

!

52

!

#

有些与主题关系不密切的内容可用归化法译为目的语

读者熟悉的词或省略不译' 比如!涉及到古代人的字(

号(别称和头衔的内容!如非著名人物且与文章主题关

系不大!则无须尽数翻译或过多解释' 如+滑寿!字伯

仁!晚号樱宁生,

)

F

*一句!可采用读者能理解的方式直

译' 而+三公九卿,不用译出+三(九,和+公(卿,等字面

意思!只需意译为 +

N@MN

"

/,-O@-M 2TT@D@,3L

,!更有助于

读者对语义的理解' 而有些内容加注却十分必要!如

+司马,一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应予以解

释' 一些古代特有的国家名或地名也需加以说明!如

+诃陵国,是古代中国南海的一个小国!如不说明就会造

成文化图式的部分节点缺失!不利于读者理解'

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传

播对象!译者应结合语言学(翻译及文学理论!针对文

言文(半文言文(现代文等不同语体!采取相对应的翻

译策略' 对于中文材料中常见的骈偶和双关等修辞!

应尽量选用有类似修辞效果的译文' 针对章节标题的

翻译!用词要尽可能简明而达意' 此外!译者还要恰当

使用注解!有效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图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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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编辑工作委员会

第六次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

志%编辑部承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七届编辑工作委员会第六次工作会议于
!"#6

年
#"

月
=

#!

日在山东省济南市顺利召开&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

合杂志常务副总编陈维养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影像学杂志总编辑"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杨培民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第七届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雷燕教授'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学术部孔令青主任应邀参加了会议& 共有
%6

位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中西医结合期刊

编辑工作的专家"学者注册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会议邀请了山东中医药大学史周华教授做了$统计思想"统计思维与统计技能%的专题报告"中国

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常务副主编李银平教授做了$从国家卫计委和中华医学会期刊的审读看评价体

系%的专题报告& 会议探讨了新形势下中西医结合系列期刊品牌塑造及办刊经验#研究确定中西医结

合系列期刊年度工作#并对编辑加工稿件中统计学应用的实例进行分析#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

评价&

代表们普遍反映本次工作会议高效"务实#加强了系列期刊之间的交流#达到了预期目的& 我们

期待中西医结合学会编辑工作会议为中西医结合期刊更规范"更快速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有力的平台#

也能为提升中西医结合期刊的学术质量"促进中西医学事业的相互融合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刘#斌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