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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因其自身的医学价值与治疗效果，在中国流传数千年且久盛不衰，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

晶，从某一层面来说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本文以林语堂先生的经典著作《京华烟

云》进行分析，选取其中饱含中国特色的医药术语的英译示例进行研究，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维”

转换视角分析，运用“三维”转换研究译者翻译时选择适当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为中医药文本的英

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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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its own medical value and therapeutic effect,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passed down in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been flourishing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the crystallis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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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orking people, and also belongs to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t a certain level. This paper analyses Mr. Lin Yutang’s classic work Mo-
ment in Peking, selec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medical terms full of Chinese characte-
ristics, analys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nd applies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will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use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to study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appropriate trans-
lation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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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出许多不可替代的瑰宝，相比于有形可见的物质性遗产，有些

无形的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医药就是一环。经历千年的演进与发展，中

医药早已成长为一套相对成熟的治疗体系，是无数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不管是浩瀚医学典著中关于各

种植物药草的叙述，抑或是人体的脉络经体分析，中医药文化都在点滴间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日常，其重

要性可见一斑。 
中医药现如今得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树立发展，其背后必然孕育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

上，中医药学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等学科相互交融衍生出的一门具有医学功效的学科。中医药可以

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特色之一，只有充分把握理解好中医药的脉络发展，才能合理有效的中国传

统文化进行一定地剖析分解，从而更好更细致地对其中的文化细节进行准确把握。近年来，中医药发挥

了独特的治疗疗效，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和身体内部和谐的调养具有特殊的功效，可以说，中医药的服务

受众体，开始由单纯的中国国民蔓延到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国内外中医药馆的建立或是一带一路大背

景下中国致力于推动中医药的大力发展，从另一层面来说，更多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被更

多的人所正确接受与理解。 
在其传播过程中，中医药的英译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对其中蕴含文化的翻译与处理都会关系

到其在外的接受度和传播度。在翻译过程中，中医药文化的一大翻译难点就在于对于其中中医药术语的

合理翻译，因不同国家的地域与生活差异性，外来文化的零对等性，就导致了部分中医药术语在翻译时

具有相当的翻译难度，词语的不对等，文化层面的缺失，都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医药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医学等多重文化身份，这对于译者自身的

知识掌握度要求很高，许多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中根本不能做到对于翻译文本的完全了解与熟悉，因而

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会出现一定的难度与问题，翻译的质量也不甚可观。这是基于翻译活动的译者与文本

层面进行的分析，抛开二者不谈，对于译者译出的作品的可接受度与流传度也值得我们进行下一步的商

榷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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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译理论与《京华烟云》 

对于生态翻译学，胡庚申教授(2008)曾指出，生态翻译学可以理解为生态学与翻译学研究，也可以理

解为生态学方面的翻译研究[1]。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为研究前提和基础，巧妙地将生态学与翻译学联系

起来，建立起合理而稳定的对应关系。1988 年，纽马克将翻译中的文化干预分为五类，首当其冲的一类

是翻译的生态特征(Newmark，1998：95) [2]。 
从整体的角度看，生态翻译学表明学者必须从整体和综合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结果进行整体的安排

和布局。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也重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动性。这一举措源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人们在各种活动中开始占据积极的主体地位，译者不再是独自欣赏译文。同时，在译文中也要注意相应

的情感笔触的个人运用。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翻译方法的创新和发展。Wilss 将翻译过程视为两个高度复杂

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环境决定文本输入”的分析；第二阶段的操纵输入文本的框架内复杂的反馈处

理机制这操纵行为通常是多层次的，和有必要参考“环境特性的目标读者最终形成目标语言的文本输出”

(Wilss，1996：123) [3]。这与我们所说的生态翻译学不谋而合，生态翻译学既不忽视个体的有效作用，

也重视翻译环境对译文的影响。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翻译。 
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2008)指出生态翻译学具有一定的翻译过程，即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相互交替的循

环过程[1]。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该理论的相应翻译原则，即多维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然而，对于

《京华烟云》中文化负载词的研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翻译方法——立体转换。这里的三维转换方法

包括语言维度、交际维度和文化维度，并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式和手段。语言、文

化和交际的融合与联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对于生态翻译学而

言，译者往往会根据翻译环境，从这三个维度进行选择性的、适应性的转换，翻译适应选择论倡导了翻

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理念[4]。马彤彤在研究林语堂英文版《浮生六章》时指出，这三个维度是紧密

联系或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翻译是语言转换的基础，而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文化是通过交流创

造和交流的[5]。 
《京华烟云》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它写于 1938 年初，于 1939 年 8 月完成。在作者创作期间，

国内形势动荡，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挑战。有鉴于此，林语

堂创作了这本书，试图形成一种国内外文化现象的动态平衡，也为外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虽

然这本书是直接用英语写的，但这个过程涉及到许多与英语翻译相关的活动。林语堂在写作前想把《红

楼梦》翻译成英文，但他发现翻译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很令人满意。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负载词

和句子在翻译过程中会失去原有的魅力，导致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不流畅。因此，他又采取了另一种

创作方式，直接用英文写成，借鉴《红楼梦》的构思风格，创作出具有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特色的《京华

烟云》。 
在某种程度上，《京华烟云》是《边城》系列作品的延续，是中国的田园意象。作者用大量的笔触

描写了家庭生活的场景，无论是聚集、战乱逃离还是婚姻礼俗，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

语。作者正是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巧妙地勾勒出具有中国形象的文化特征。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描

写了三个家庭从 1901 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 30 多年的喜怒哀乐。其中，作者还详细描述了当时发生

的一些战争和动乱，主人公的故事就是在这种动乱下展开的。 

3. 中医药术语翻译存在的问题及其应注意的原则 

3.1. 翻译原则 

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可见，因中医药本身的专业难度与跨学科所存在的翻译难度，在进行翻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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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诸多问题，而如何进行翻译也尚无定论，不管是对于单一术语的翻译还是中医中特有称谓的英译，

都值得进一步确认。因此建立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规范是相当有意义的，而要确立翻译的规范，必先确立

建立规范的理论原则。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探讨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和现存的英译问题入手，然后分析具体

的某个或者某类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周恩(2022)提出对于中医药术语英译，目前主要存

在 3 种翻译指导原则：1) 坚持科技翻译为主；2) 坚持文化翻译为主；3) 双重翻译原则[6]。 
这三种翻译方式也在某种层面上体现出译者对于术语翻译本身的见解与观点，其中，坚持科技翻译

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度，在其对应文化中来看，就是将中医尽量去贴近西医

体系，将某些治疗术语与治疗医药以西式治疗方式呈现给读者，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与把控其在

中医中的地位与独特性，但从某一层面说，过度地重视科技翻译可能会使翻译出的作品缺失本来的中国

语言文化特色，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一旦选择科学性的倾向翻译，就会忽略中医药自身蕴含的中国文

化与哲学特色，其优点与缺点一览无遗在“目标导向”的科技翻译原则指导下，中医药术语英译大都采

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具体方法上主要采用借用法、意译、意译加注和词素造词法等。 
坚持“来源导向”的文化翻译原则的学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 Wiseman N (魏廼杰)和德国的 Unschuld 

PU (文树德)，同时也有部分国内学者坚持这种观点。Wiseman N 在其博士论文《中医术语翻译——源语

导向的方法》(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 A Source-Oriented Approach)中系统[7]。阐释了

“来源导向”的中医术语翻译原则，对于该翻译原则来说，持该主张则认为在进行翻译中，对于中医药

术语所蕴含的中国特色哲学与文化现象不能退让，必须进行全然地翻译转换，这样就会让读者享受有同

等的关于中国医药文化的了解机会，在这其中，更多的需要译入语读者的一种探究性与钻研性参与，这

种翻译重视一种完全性的对于本国文化的保留，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于读者的知识接纳度与认可度，

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其传播效果也不尽然值得期待，以上两种翻

译原则实际是对于异化与规划的一种衍生性的针对原则，结合中医药发展来说，这两种原则确是进行翻

译活动中所面临的两条主要相悖路径。作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最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就是该选择尊

崇科学性为主的翻译原则，还是尽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医药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特色。 
在进行该原则研究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国外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翻译原则，而相对来说国内译者

更倾向于第一种翻译原则，这也是基于不同的翻译目标所做出的选择，在进行中医药术语翻译时，国内

学者更多地是想将其推广到世界更多地区和不同国家，使其可接受度和易懂性提高，而国外学者则是抱

着对于中医药学的严谨态度，他们渴求探寻一种真正的，具有本来面貌的中医药学，这两种不同的研究

行为目的就导致了不同的翻译进行原则。 
基于以上两种翻译原则，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结合文化-科学性的双重翻译原则，该翻译原则强调译

者在进行翻译活动中的一种适应性选择，即，相较于整个翻译过程，如果译入语和源语中具有相似的文

化现象或语言特色，译者可译相对灵活的采用折衷的处理方式，或者是采用一种相对柔和的文化翻译加

译后注释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既保留了中医药原本的文化韵味，不失本色，也把术语的医学原

理翻译出来，同时还能使接受语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吸收。 

3.2. 翻译存在问题 

中医蕴含了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特色，它既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复杂多样，同时又饱含了中国古代医

学的一些深入与庞杂。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儒家，道家，佛家等一系列哲学

流派的影响。从而衍生出了具有该哲学特色流派的专业词汇，例如阴阳等。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中

医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对中医药术语本身进行了解，同时还要对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文化知识都有深

入的了解，从而能够对该专业术语进行一项全面而详细的解释，更方便更容易的让读者理解该中医药的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2795


吕艳梅 
 

 

DOI: 10.12677/ml.2023.1112795 5930 现代语言学 
 

术语。这也是在中国中医药对外传播中的一大难点，就是中国的中医药词汇与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

化与中国哲学化特征。 
除了民族化性质与哲学流派特征之外，扈彩霞曾指出中医词汇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8]，模糊是语言

的基本特征和固有属性，在人进行日常表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个人主观能动性和认识能力的限制，

所以就产生了语言的模糊性，对于某种定义或概念的不确定性与不准确性的概括，同时还受着人对于目

前对于客观事物真理，相对认识的不深入性与不透彻性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就像

我们所熟悉的阴阳，我们很难对中医术语中的阴阳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究竟何为阴何为阳，因而在翻

译过程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确切准确的单词来进行翻译。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文化或者说词语的零

对等性，这种缺失性致使中医药术语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转译与改译。 
其次中医在古代发展过程中，医者们在对患者症状进行描述时，往往不像西医所采用的。完全的详

尽的描述方法，反而会通过一种语言的隐喻性表达出来，这也反映在大量的医学典籍中，对于大量病症

的描述以及治疗方法的详解，往往会蕴含大量的模糊性的表达与表述，这就需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做到

相对对等的处理。 
可以看到中医药术语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与种类的难题，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在

发展过程中说赋予的目的是相同的即为人类服务，服务于人类，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治疗患者。在

西医与中医的共通性来说，对于译者在处理中医药术语翻译时，即可考虑此方面。 

4. 示例分析 

在进行翻译之前，首先要清楚所探究的中医药术语词的分类以及构成，中医词汇多数由单音节和双

音节词构成。这类词汇统称为单纯词，像是中医中会经常性提到关于人体的体虚与体寒，其中“寒”就

是中医中最常见的单音节词，以及相对应的“热”也属于单音节词，在处理这类词的时候，因词义本身

的简单性以及英语语言文化中的对应性，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译采取直译的方法，当出现部分

词语语言缺失，无法进行直译时，也可采取音译的方法。除却单纯词外，即为复合词，在中文中，复合

词的类型结构有五种：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和联合结构。对比这五种词语，在中

医药中，出现频次较高应用较为广泛的，有联合式复合词，偏正式复合词以及动宾式复合词。 
小说第七章中对于曾家大少爷平亚病情的描述中有“伤寒”一词，伤寒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但在

目前的传染病防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9]。此处的伤寒林语堂先生直接音译处理。作为现代医学常见

病，本可以直接译成 Typhoid，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这正是译者的一种主动性选择过程，不是单纯的

语言维度的转换，交际层面和文化层面来说，音译而后进行细致详尽的解释更能突出伤寒在中医中蕴含

的丰富韵味。 
联合式复合词是由两个意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而成的词语。中医词汇属典型

的汉语言词汇，具有意合的特点，各成分间主要靠语义和逻辑关系进行连接。英文词汇则注重形合，各

成分间要使用连接词进行连接。因此，译者在英译联合式复合中医词汇时，通常用 and，or 等连接两个

并列成分。 
对于此类联合式复合词，因为二者前后的词的属性与概念是相近的，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

选取 and 或者 or 进行连接就可以了，在《京华烟云》中关于此类复合词的表达有很多种。其中就有，木

兰的父亲经常会提到关于人的经络和气血，我们可以看到这类中医药术语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可以拆分

成两种相同或者说是属于两种相近概念的词语。 
“经络”被译为 meridian and collateral，“气血”被译为 qi and blood。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在

整个的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自主的就根据读者的环境和原作的环境进行了一种合理的转换，在语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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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来说，不是单纯的将一种语言译入到另一种语言，而是在此过程中对一种语言进行有效的处理，并

不是单纯的直译，也不是单纯的意译处理，而是结合文化，而进行处理的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交际层

面来说，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在“气血”翻译，不得不采用一种音译的方法，但是在此翻译之外，林

语堂先生往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标注，以此标注告知外国读者何为气，从而达到了一种文化在不同语言

国家之间的交际转换。 
偏正式复合词指两个词素为偏正关系的复合词，其中一个词素修饰另一个词素。偏正式复合词通常

来说前面的词可以是名词，后面的词用来修饰或者说进一步解释前面的名词，当然前面也可以是另一种

形态，就是前面的词是形容词，后面的词是名词，两个词结合之后有一词为重点。另一个词语就是用来

修饰主要性词语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翻译时，译者作为翻译的一环，就要注意词语的处理，首先要分

清楚这两个词前后，哪一方是重点性，挑出重点之后，进而处理非重点性词语的翻译。 
那么在《京华烟云》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肠和小肠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大小两个形容词的

形容性，最经典的是属于三阳经的翻译，那么在进行翻译过程中保留了三和经的英译，对于中间阳的处

理则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因为阳在前面提到在英语中属于零对等词，所以说在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

看到挑选出重点词语之后，其他的修饰性或描述性词语做进一步的补充。可以说这是译者的一种主动性

的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去处理该中医药术语的翻译从而达到一种读者

在三维下都可接受的程度。 
中医动宾式复合词常用于治疗方法的描述，在英译时，其对应的英译文常采用动宾短语的结构，在

《京华烟云》中，中医词汇“退干火”(remedy dry heat)、“消硬块”(soften hard formations)中的“退”

“消”均为动词，后面的宾语“干火”“硬块”则均为名词，其相应的英文译文也都是“动词(remedy, soften) 
+ 名词(dry heat, hard formations)”的形式。译文在形式上和词性上和中文保持一致，有效保留了中医词

汇的特色。 

5. 总结 

本文对林语堂自译作品进行了相关分析，主要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选择翻译方法。无论是从文化维

度还是从语言维度，作者都能有效地处理晦涩的中医药术语。通过分析发现，译者要想实现有效、到位

的翻译处理，必须具备以下几点。首先，译者必须对中医药及其相关文化有绝对的了解和认真的了解。 
其次，林语堂可以直接用英语写作，这也说明他对目标语言的熟悉和熟练使用。在处理中医药术语

词汇空缺问题时，作者可以在考虑翻译接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译者的再创造作用。它不是简

单地对译文进行熟悉的翻译，而是一种灵活的创作活动，在牢记自身文化的前提下，在心中构思再创作，

筛选相关对应词汇，然后规划文章布局。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大量对中国发展状况的描述不利或相反的文

本被引入西方世界，造成了对中国在海外形象的误解。基于此，林语堂在原译活动不顺利的情况下选择

了直接用英文写作，各种创作的细节和表达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外国对中国的看法。随着这本书的传播，

大量优秀的文化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部小说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实际重要性和关键，以及如

何选择和转换相关单词和如何做出适当的布局确定的单词和句子也会影响随后的读者的阅读体验。这对

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熟能生巧。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翻译，不仅要有效地阅读大量的

文献和作品，更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不间断的实践，不断提高自己。 
目前，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在相关研究中，缺乏一定的规范和规范的定

义形式。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优秀翻译作品还不足以让相关研究者进行相应的研究。这就要求译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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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思想，推进思想，不断完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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