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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文化翻译观下的&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蒋继彪

$$&伤寒论'在中医学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

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

一!&伤寒论'中有着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而这些文化

负载词往往是体现其对人体生理)病理独特认识的重

要词汇( 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是&伤寒论'英译的重点

和难点!对其处理方法是否得当将关系到整个文本的

翻译质量( 本文以罗希文&伤寒论'英译版本作为语

料!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通过具体例证探讨&伤寒

论'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和方法(

#

$苏珊"巴斯纳特的文化翻译观

传统的翻译理论将翻译的重心置于语言文字方

面!认为翻译就是正确地使用字典和语法!将一种语言

的含义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 直至
!"

世纪
%"

年代

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是用一种语言文字将

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意义表达出来!真正的翻译应是基

于语言转换的跨文化交流(

#GG"

年!苏珊"巴斯纳特

$

H:II>6JJ

!

4-I:>

%在与安德烈"列费维尔$

K6L6

#

M6N6

!

O>BN6

%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

*N:>I.:

#

J;1>

!

P;IJ1N/ :>B '-.J-N6

%

*

#

+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翻

译观!她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具

体内容如下#$

#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而不是

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

!

%翻译不止是一个简单的

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

&

%

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

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

Q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

的原则和规范!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

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

+

(

!

$文化负载词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

联系( 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则是文化诸因素的

最直接反映( 所谓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原语

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言*

&

+

(

文化负载词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

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

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

张沁园在.&/伤寒论0的语言特点'1

*

Q

+一文中指

出!&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

鲜明的时代气息( 全篇以四字骈体连缀成文!文风遒

劲典雅!具有相当的文学欣赏价值( 其文字特点主要

有#$

#

%语言简洁直白)口语化( 如.燥屎1).小便1)

.汗出1等症状!完全来自民间日常口语化称呼,$

!

%方

言俗语话( 原文多次运用楚地方言!如.差1).知1都

表示病愈的意思!而这与现代汉语的意思差别较大,

$

&

%叠音词的运用( 如.几几1).淅淅1).啬啬1).郁

郁1等叠韵词使得条文精炼整齐!生动形象!意味深

邃,$

Q

%词语前后互置( 如.烦躁与躁烦1).眩冒与冒

眩1).手叉与叉手1等!虽然同一词前后互置交换!但

是他们的意义却是相同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唯有深入了解张仲景所处时代的语言文化特点!才能

把握&伤寒论'的语言文字内涵(

&

$文化翻译观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巴斯纳特文化翻译观的核心问题是文化的等值和

转换( 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呢2 郭

建中在其&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

*

$

+一文中

指出!在对待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形成

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1与.归化1( 刘艳丽

等*

E

+在&也谈.归化1与.异化1'一文中指出!归化和

异化是译者针对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面对翻译目

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译入语读者等方面的不同而

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其目的是指导具体翻译

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与运用( 归化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

语言及文化的规范!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

的阅读需求,异化追求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以

丰富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对译

文.陌生感1的需求(

Q

$文化翻译观下的&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

笔者以罗希文&伤寒论'英译版本为语料!在文化

翻译观指导下!以异化和归化为翻译策略!通过例证!

探讨&伤寒论'中文化负载词音译)直译)意译)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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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加直译)音译加意译等多种具体翻译方法(

Q

!

#

$音译

音译法是一种以原语言读者为依据的翻译形式!

一般根据原语言内容的发音!在目标语中寻找发音或

者相近的内容进行代替翻译*

%

+

( 语言国情学告诉我

们!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

物)思想和观念的词汇( 这些词汇在别国的语言中找

不到对应的词汇!他们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特色!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

7

+

( 对于

这类词汇!音译是较好的翻译方法( 例如#

例
#

$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 厥者!

手足逆冷者是也(

译例!

+R6> JR6 8II6>A6 S;> :>B 0;J:. 8>6N?/

S:>? A:> >1J A1>>6AJ T;JR 6:AR 1JR6N

!

(-6 T;..

1AA-N 2 *R6 I/9UJ19 1L (-6 ;I : L66.;>? 1L A1.B 1>

R:>BI :>B L66J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

条!意思为#.凡

一切厥逆之证者!其致厥的原因!皆由于阴阳之气不相

顺接所形成( 所谓厥逆者!就是手足逆冷证(1有学者

将.厥1英译为.

I/>A1U6

1( 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典!

.

I/>A1U6

1的含义是.

JR6 .1II 1L A1>IA;1-I>6II

TR6> I1961>6 L:;>JI

1!即昏厥( 实际上!.厥1的英

文解释为.

A1.B>6II 1> JR6 6VJN69;J;6I

1!表示四肢

逆冷!并不是指神志上的昏厥( 因此将.厥1英译为

.

I/>A1U6

1不是很妥当( 在&伤寒论'的
&G7

个条文

中!有
&$

个条文涉及.厥1!可见.厥1在&伤寒论'中

的重要性( 根据语言国情学!可以将其音译为.

(-6

1(

例
!

$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

運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 所以然者!

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译例!

5N6:J6N S:>? I/>BN196

#

)L ;J ;I A:-I6B

=/ '1.B

!

JR6N6 T;.. =6 :>1N6V;:

!

B/I-N;:

!

:>B A1>

#

J;>-1-I U6NIU;N:J;1> 1> JR6 R:>BI :>B L66J2 O..

JR6I6 I/9UJ19I :>B I;?>I :N6 JR6 ;>B;A:J;1>I 1L

: 5-<;:

!

;262

!

JR6 B6L6A:J;1> ;I L;NIJ I1.;B

!

:>B JR6>

T:J6N/2 *R6 N6:I1> ;I JR:J JR6 '1.B ;> JR6 4J19

#

:AR R:9U6NI B;?6IJ;1>

!

I1 JR6 ->B;?6IJ6B A6N6

#

:.I T;.. =6 9;V6B T;JR T:J6N ;> JR6 IJ11.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G#

条!意思为#.阳

明病!若伴有中寒!不能食物!证见小便不利!手足運连

绵而汗出!欲发作成为固瘕证!其症状必见大便初头硬

后必溏( 所以成此固瘕证者!是因为其胃中寒冷!不能

消化!水谷不分的缘故(1 .固瘕1!即溏泻( 有学者将

.固瘕1英译为.

L;N9 9:II

1( 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

典!.

L;N9

1的含义是.

>1J A19U.6J6./ R:NB

!

=-J >1J

I1LJ :>B >1J 6:I/ J1 =6>B ;>J1 B;LL6N6>J IR:U6I

1(

.

9:II

1 的含义是 .

: .:N?6 :91->J 1L : I-=

#

IJ:>A6

!

.;W-;B

!

1N ?:I

!

JR:J B16I >1J R:M6 :

A.6:N IR:U6

1( 实际上!.固瘕1的英文解释是#.

5-

#

<;: ;I : X;>B 1L B;?6IJ;M6 JN:AJ B;I6:I62 4/9UJ19I

1L 5-<;: :N6 B6L6A:J;1> T;JR R:NB L6A6I L;NIJ

!

JR6>

=6A19;>? T:J6N/

!

1N R:NB :>B T:J6N/ L6A6I ;>

#

J6N9;>?.6B2

1将.固瘕1英译成.

L;N9 9:II

1!与患者

大便.先硬后溏1的特点不一致( 因此将.固瘕1英译

为.

L;N9 9:II

1不是很妥当( 根据语言国情学!可以

将其音译为.

5-<;:

1(

同样地!像.风温1).除中1).霍乱1).奔豚1).期

门1).痿1).阴阳易1).谷瘅1等蕴含中医文化特色!

并为中医所固有的文化负载词均可以采取音译!将其

英译为 .

Y6>?T6>

1) .

'R-ZR1>?

1) .

P-1.-:>

1)

.

H6>J->

1).

[;96>

1).

+6;

1).

S;> S:>? S;

1).

5-

#

B:>

1(

Q

!

!

$直译

乔曾锐在&译论'

*

#"

+一书中对直译做了如下的界

定#在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译文刻意求

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

和风格!这种翻译方法称为直译( 例如#

例
&

$问曰#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

阳明!何谓也2 答曰#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

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

实!大便难是也(

译例!

[-6IJ;1>

#

+R:J :N6 JR6 B6L;>;J;1>I 1L

JR6 5N6:J6N S:>? I/>BN196 1L JR6 )>;J;:. S:>?

!

JR6 5N6:J6N S:>? I/>BN196 1L JR6 5N6:J6N S:>?

!

:>B 5N6:J6N S:>? I/>BN196 1L JR6 K6II6N S:>?\

O>IT6N

!

4U.66> ]6IJN;AJ;1> ;I A:..6B JR6

5N6:J6N S:>? I/>BN196 1L JR6 )>;J;:. S:>?2 4J19

#

:AR 8VA6II ;I A:..6B JR6 5N6:J6N S:>? I/>BN196

1L JR6 5N6:J6N S:>?2 5N6:J6N S:>? I/>BN196 1L

JR6 K6II6N S:>? ;>B;A:J6I CN/>6II

!

8VA6II 1L

4J19:AR

!

:>B A1>IJ;U:J;1> A:-I6B =/ JR6 :B1U

#

J;1> 1L B;:UR1N6I;I :>B : B;-N6J;A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G

条!含义为#.问

者说#病有太阳阳明证!有正阳阳明证!有少阳阳明证!

分别指什么2 回答说#太阳阳明者!就是脾约证,正阳

阳明者!是胃家实证,少阳阳明者!是由于发汗利小便

之后!伤津液胃中燥热结实!引起心烦大便难的症

状(1.脾约1即脾受约束之意!是由于胃热伤津!使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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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致大便秘结( 按照这个含义!

.脾约1的英文解释为# .

+R6> JR6 4J19:AR 0;J:.

8>6N?/ ;I IJN1>? :>B JR:J 1L JR6 4U.66> ;I T6:X

!

JR6 L->AJ;1> 1L JR6 4U.66> ;I N6IJN;AJ6B =/ JR6

4J19:AR2 OI JR6 4U.66> B19;>:J6I P-9;B;J/

!

TR;AR ;I =6>6L;A;:. J1 ;J

!

JR6N6L1N6

!

TR6> JR6

4J19:AR

%

I 6VA6II;M6 P6:J R:I 6VR:-IJ6B JR6

H1B/ Y.-;B

!

JR6 4U.66>

%

I L->AJ;1> 1L I6AN6J;>?

H1B/ Y.-;B ;I N6IJN;AJ6B =/ JR6 4J19:AR2 '1>IJ;

#

U:J;1> ;I JR-I A:-I6B2

1.脾约1一词内涵丰富!有着

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将其

直译为.

4U.66> ]6IJN;AJ;1>

1(

例
Q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

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谵语者( 此

为热入血室也(

译例!

Y6=N;.6 B;I6:I6 A:-I6B =/ +;>B L1N

T196>

#

*R6 U:J;6>J R:I L6M6N :>B AR;..I B-N;>?

96>IJN-:J;1>2 OLJ6N I6M6> 1N 6;?RJ B:/I

!

TR6>

JR6 L6M6N B;I:UU6:NI

!

R6N IX;> A11.I B1T> :>B

JR6 U-.I6 J-N>I I.1T2 Y-..>6II =6.1T JR6 A1IJ:.

9:N?;> .;X6 JR6 H.1AX6B

#

-U 'R6IJ I/>BN196 :>B

B6.;N ;-9 :N6 I/9UJ19I 1L :> )>M:I;1> 1L P6:J ;>

#

J1 JR6 H.11B ':M;J/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Q&

条!意思为#.妇

人患太阳中风病!有发热恶寒证!此时适逢经血来潮!

得病七八天之后!热证已除而见脉迟身凉的症状!胸胁

下部胀满!形成如结胸的症状!谵语!便是热入血室

证(1根据不同的解释!血室可以指以下的任意一个#

$

#

%

K;M6N

!

:I JR6 K;M6N IJ1N6I H.11B

, $

!

%

'R1>?

#

9:;

!

JR6 '1>A6UJ;1> 'R:>>6.

!

:I ;J ;I JR6 I6: 1L

H.11B

, $

&

%

+19=

!

:I 96>IJN-:J;1> A196I LN19

JR6N62

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热入血室1直译为

.

)>M:I;1> 1L P6:J ;>J1 JR6 H.11B ':M;J/

1可以比较

好地解决.血室1的多义性问题!同时比较好地保留其

文化内涵(

同样地!像.结胸1).藏结1).客热1等文化负载

词!均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分别英译为.

H.1AX6B

#

-U

'R6IJ

1).

0;IA6N: 4J:?>:>A/

1).

5-6IJ P6:J

1!这

样可以尽可能地保留其文化内涵(

Q

!

&

$意译

乔曾锐在&译论'

*

#"

+一书中对意译做了如下的

界定#.使用译文语言中功用与原文相同或者相似的

表达方式!以代替原作中因两种语言不通而无法保

留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力求做到虽失原

作形貌!但从不同范围的上下文看!仍不失原作的内

容而且与原作的风格相适应!这种翻译方法叫意译(

例如#

例
$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

而不欲食!食则吐羠( 下之!利不止(

译例!

*R6 5N6:J6N S;> I/>BN196 T;.. =6:N JR6

L1..1T;>? I/9UJ19I :>B I;?>I

#

?N6:J JR;NIJ T;JR

LN6W-6>J -N;>:J;1>

!

:> ->A19L1NJ:=.6 L66.;>? 1L

:IA6>B;>? :;N N-IR;>? -U LN19 =6.1T JR6 6U;?:I

#

JN ;-9

!

: R1J :>B U:;>L-. L66.;>? ;> JR6 AR6IJ

$

JR6

4J19:AR

%!

:>B R->?6N T;JR1-J =6;>? :=.6 J1 J:X6

;> L11B2 D>A6 L11B ;I J:X6>

!

:IA:N;B6I T;.. =6

M19;J6B -U2 )L : U-N?:J;M6 ;I ?;M6>

!

JR6N6 T;.. =6

A1>J;>-1-I B;:NNR6: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E

条!意思为#.厥

阴经之病!主证为消渴!有气上撞心之感!自觉心中热

痛!有饥饿感!但不欲食!因为食则吐羠故也!若误下

之!必致下利不止(1 .消渴1是指渴而能饮!饮而又渴

的一种证候!并非指多饮多尿的消渴病( .消渴1的英

文解释为#.

*R;I I/9UJ19 ;I 1>6 1L : ?N6:J JR;NIJ

:>B JR6 U:II;>? 1L T:J6N ;> =;? W-:>J;J;6I L1.

#

.1T6B =/ JR;NIJ2

1可以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意译

为.

?N6:J JR;NIJ T;JR LN6W-6>J -N;>:J;1>

1(

例
E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

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

译例!

OLJ6N JRN66 B:/I

%

JN6:J96>J 1L B;:UR1

#

N6J;A

!

1N 696J;A

!

1N U-N?:J;M6

!

1N 91V;=-IJ;1>

T;JR : T:N9 >66B.6

!

;L JR6 I/>BN196 ;I >1J

?1>6

!

JR6> ;J J-N>I J1 =6 :> :BM6NI6 A:I6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E

条!意思为#.太阳

病发病第三天!已经用过发汗!或者催吐!或者泻下!或

者温针等法治疗!而病情仍不解者!便是坏病(1 .坏

病1是指误治后!不仅病情不解!反而造成病情恶化(

.坏病1的英文解释为#.

4/>BN196 JR:J =6A196I

:??N:M:J6B 1T>;>? J1 9:.UN:AJ;A6 ;> JR6N:U/ B-N

#

;>? L6=N;.6 B;I6:I6 A:-I6B =/ '1.B2

1可以采用归化

的翻译策略将其意译为.

:BM6NI6 A:I6

1(

同样的!如.淋家1).疮家1).虚家1).亡血家1)

.冒家1.风家1以及表示时间的.亥)丑) 寅)辰1等文

化负载词均可以采用意译(

Q

!

Q

$不译

陈宏薇等在&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

##

+中指出!在

翻译时译者应尽量保存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但由于汉

英两种语言的社会)历史及文化背景相差很远!有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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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难以得到保全( 出于以下几种

考虑!译者往往选择舍弃原文的文化信息#$

#

%词语的

文化内涵在原文环境中不属于重要信息!没有翻译的

必要!且译出后反而使译文芜杂生涩!影响词语主要意

思的传达,$

!

%由于篇幅或是体裁的局限性导致译文

中难以增补出词语的文化内涵,$

&

%词语的文化内涵

与其根植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即使勉强译出也

难以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译犹不译( 例如#

例
%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

谵语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

译例!

Y6=N;.6 B;I6:I6 A:-I6B =/ '1.B L1N

T196>

#

OJ JR6 1>I6J 1L 96>IJN-:J;1>

!

JR6 U:

#

J;6>J ;I L6M6N;IR

!

B6.;N ;1-I :>B ;>I:>6 :J >;?RJ

!

=-J N6J-N>I J1 A1>IA;1-I>6II ;> JR6 B:/2 *R6I6

:N6 JR6 I/9UJ19I 1L :> )>M:I;1> 1L P6:J ;>J1 JR6

H.11B ':M;J/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Q$

条!意思为#.妇

人患太阳伤寒病!证见发热!此时经水适来!白天精神

清爽!到晚上则发谵语!如见鬼状者!这是热入血室

证(1.鬼1这一文化负载词为中国特有!在此用以形容

患者邪热上犯!心神被扰的程度( 遵循了第一条原则!

没有将其英译出来(

例
7

$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

加葛根汤主之(

译例!

)>;J;:. S:>? I/>BN196

#

)L JR6 U:J;6>J

L66.I IJ;LL ;> JR6 =:AX :>B >6AX

!

U6NIU;N6I :>B

L6:NI T;>B

!

UN6IAN;=6 C6A1AJ;1> ]:9-.-I ';>>:

#

919; U.-I ]:B;V ^-6N:N;:62

*

G

+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Q

条!意思为#.太阳

病!具有项背强急之证!反而有自汗出!怕风!用桂枝加

葛根汤主治之(1.几几1为叠音词!叠音词的特点是不

能拆开解释!也不可望文生义( 杨运高在&/伤寒论0

语言学研究新进展'

*

#!

+一文中指出!&伤寒论'中的叠

音词主要起形容词作用!用来描写症状!使之更加形象

具体( 像.几几1).啬啬1).淅淅1).温温1等叠音词

的单字$词类%不表意义!只能通过字音!因声求义(

所以!.几几1不必译出(

Q

!

$

$综合译法

所谓综合译法!即根据翻译实际需要!灵活地选用

音译与直译!或者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

Q

!

$

!

#

$音译加直译

例
G

$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

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 所以然者!

其面戴阳!下虚故也(

译例!

*R6 I/>BN196 T;.. =6 ?1>6 L1..1T;>? :

U6N;1B 1L M6NJ;?1 :>B U6NIU;N:J;1> TR6> JR6N6 6V

#

;IJ JR6 L1..1T;>? I/9UJ19I :>B I;?>I

#

B;:NNR6:

T;JR ->B;?6IJ6B A6N6:.I

!

: B66U :>B I.1T U-.I6

!

: .;?RJ./ L.-IR6B L:A6

!

:>B L6M6N 2 *R6 U:J;6>J

9-IJ R:M6 : .;?RJ A1.B>6II 1> JR6 6VJN69;J;6I2

*R;I ;I A:-I6B =/ JR6 C6L;A;6>A/ 1L JR6 .1T6N

U1NJ;1>

!

TR;AR A:> =6 I66> LN19 JR6 I/9UJ19 1L

.

+6:N;>? S:>?

1

1> JR6 L:A6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EE

条!意思为#.下

利证!见沉而迟的脉象!其人面部轻微发红!身体轻度

发热!有完谷不化证!必将发生郁冒证!随之则汗出!而

后病解( 此时病人四肢微微发凉!是因为其面部有戴

阳证!下焦阳虚(1.戴阳1是指下真寒而上假热的危重

病症!因下元虚衰!真阳浮越所致!症见两颧之间色淡

红如妆!游移不定( .戴阳1的英文解释为#.

)J ;I :

A:I6 1L L:.I6 P6:J :J JR6 8VJ6N;1N :>B N6:. '1.B

:J JR6 )>J6N;1N 2 +R6> S;> A1.B>6II UN6M:;.I :J JR6

)>J6N;1N

!

S:>? R:I J1 IJ:/ :J JR6 8VJ6N;1N :I ;J ;I

N6I;IJ6B =/ JR6 6VJN696 UN6M:.6>A6 1L S;>2

1

.阴1).阳1).气1等文化负载词已经约定俗成地采用

了音译( 采用意译将.戴阳1英译为.

L.-IR6B L:A6

1!

基本达意!但却体现不出来该词的.下真寒而上假热1

的文化内涵( 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音译加直译的方

法!将其英译为.

+6:N;>? S:>?

1( 引发读者联想!从

而达到传递文化内涵的目的(

Q

!

$

!

!

$音译加意译

例
#"

$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

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主之(

译例!

Y6=N;.6 B;I6:I6 A:-I6B =/ '1.B

!

L.1:J;>?

U-.I6

#

4A1NAR;>? JR6N:U/ -I6B :I : B;:UR1N6I;I

T;.. A:-I6 .1II 1L S:>?2 ,:>;:

!

;NN;J:J;1>

!

:>B

N6IJ.6II>6II T;.. 1AA-N2 *1 N6IA-6 ;J

!

C6A1AJ;1>

]:9-.-I ';>>:919; (;->; A:> =6 :B1UJ6B

*

G

+

2

分析!该条文为&伤寒论'第
##!

条!意思为#.太

阳伤寒!医者用火法强发其汗!造成亡心阳证!必见惊

狂)卧起不安的!用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主治(1 .亡阳 1 是指亡心阳( .阳 1 可以音译为

.

/:>?

1( .亡1即.失去1的意思!可以意译为.

.1II

1(

.亡阳1可以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法!将其英译为

.

K1II 1L S:>?

1(

$

$结语

巴斯纳特强调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认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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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 为此!需要在

文化翻译中采用 .异化为主!归化为辅1的翻译策

略*

#&

+

( 同时!文化因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又决定了在

具体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必须灵活采用多种具体翻

译方法!尽可能地实现文化负载词在译语文化里的功

能对等(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 $

'3_)

%检索了自
#G7Q

-

!"#&

年近
&"

年的有关中医翻译的相关论文共计
$Q!

篇!发现其中仅有
%

篇是关于&伤寒论'英译研究的(

盛洁*

#Q

+

)惠佳蓓*

#$

+

)姚欣*

#E

+

)奚飞飞*

#%

+

)杨乐*

#7

+

)郭

珊珊*

#G

+

)林亭秀*

!"

+等分别从功能翻译理论)关联理

论)功能对等理论)多元系统理论)英译方法)教材标题

英译)英译发展等视角对&伤寒论'的的英译进行了探

讨( 除了郭珊珊的&/伤寒论0教材若干英语标题商

榷'和林亭秀的&/伤寒论0的英译发展与思考'两篇论

文外!其余
$

篇均选取&伤寒论'的两个英译本进行比

较研究( 本文以罗希文&伤寒论'英译版本为语料!在

文化翻译观指导下!以异化和归化为翻译策略!通过实

例!系统地探讨了&伤寒论'中文化负载词音译)直译)

意译)不译)音译加直译)音译加意译等多种具体翻译

方法!以期为中医典籍的文化负载词英译提供一些借

鉴!促进中医药更好地对外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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