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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翻译源于阐释人类学中深度描写的概念ꎬ对中医典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文章在国内相关研

究的基础上ꎬ提炼出中医瑰宝«黄帝内经»中体现出的整体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说等古代医哲思想ꎮ 通过对«黄帝内经»
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ꎬ文章认为李照国教授的译本很好地运用了深度翻译策略ꎬ有效地传达了«黄帝内经»中体现的古代中国

独特的医哲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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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翻译研究视野的拓展ꎬ不少专家将翻译研

究的重心从语言层面的浅层次研究转向到社会和文

化的深层次研究ꎮ “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

者要遵循的主导模式ꎮ 文化翻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

中的文化信息转换问题ꎬ其任务是在译入语中尽可

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涵义ꎮ 文化涵义的转换是

翻译实践中最难跨越的鸿沟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ꎮ 要完成文化信息在另一语言中的再现不仅需要

译者准确理解源语言的字面意义ꎬ更要深入理解字

面意义之外所传递的文化信息ꎮ 而要完成翻译过程

中的文化信息传递和再现ꎬ译者通常会借鉴其他学

科的理论精髓ꎮ
很多翻译学家从宏观角度出发ꎬ以哲学、社会、

诗学、历史等领域的理论为切入点对文化翻译进行

了研究ꎮ 如国内知名翻译理论学家朱健平教授的代

表性观点为: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有着本

质的联系ꎮ 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对翻译本质、翻译标

准以及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

的核心问题探讨颇有启发ꎮ 香港理工大学的王悦晨

教授则借助社会学视角ꎬ从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

的角度来观察和阐释翻译ꎬ研究翻译与社会文化之

间的联系ꎮ 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从诗学的角度反

思文学翻译ꎬ并运用诗学的原理分析文学翻译中的

诗学价值和翻译意义ꎮ 本文将借鉴阐释人类学中的

深度描写理论来研究中医文本体现的医哲思想在英

译本中的再现ꎬ即通过深度翻译法ꎬ将源语中体现的

中国古代医学哲学思想尽量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ꎬ
有效地实现中华医学文化的外宣ꎮ

一　 深度描写和深度翻译

克利福德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是美国当代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ꎬ是阐释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ꎮ
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 ３ 个方面: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ꎬ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ꎮ
其中深度描写是在其«文化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出

的ꎮ 格尔兹认为ꎬ文化的概念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ꎬ
文化是各种符号的集合ꎬ人们使用这些符号来交流

思想感情ꎬ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抒发对生活的感受ꎮ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异域文化进

行描写ꎬ是把关于他族的所见所闻写给本族人阅读ꎮ
这类著述被归为“民族志” (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ꎮ 人类学

家每接触研究一种未知文化ꎬ最基本的工作是对民

族志进行描述ꎮ 针对民族志的描述ꎬ吉尔兹开创了

“深度描写 ”(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研究方法ꎮ “深度

描写”强调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景化和具

体化ꎬ包括对地方知识的掌握ꎬ特别是古代的、外国

的和异域的文化ꎬ了解与他族文化相关的细节ꎬ然后

再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比较ꎬ以期形成该文化的基

本概念[１]ꎮ
深度描写理论以阐释人类学为源点ꎬ给翻译研

究带来了广阔的理论视野ꎮ 在翻译研究中ꎬ译者和

民族志工作者面临着相似的处境ꎮ 两者都有相同的



对象:他族文化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ꎮ 这种关联性为翻译研究借鉴人类学研

究方法提供了基础ꎮ
最初将“深度描写”的概念借用到翻译研究中

来的是美国翻译学家夸梅  安东尼  阿皮亚

(Ｋｗａｍ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ｐｐｉａｈ) (１９９３)ꎮ 他在 １９９３ 年发

表了一篇题为«深度翻译» (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的论

文ꎬ提出了深度翻译理论ꎮ 阿皮亚将深度翻译定义

为:一种通过在译文内添加前言、注解、评论等方式

的翻译策略ꎬ目的在于丰富源语文化的意蕴ꎬ并保持

源语文化的真实性ꎬ从而把译文置于丰富的源语言

和源文化环境之中ꎮ 阿皮亚认为ꎬ深度翻译方法能

使读者回到翻译文本产生时的时代ꎬ理解文本产生

时的社会文化背景[２]ꎮ 因此ꎬ深度翻译的应用ꎬ一
方面能帮助读者通过对陌生词汇的阐释而理解他者

文化ꎬ另一方面译者通过运用读者熟悉的形式阐释

他者文化ꎬ从而使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接受源语

文化ꎮ

二　 中医哲学和中医翻译

中医是祖国传统医学ꎬ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于

医学实践的总结和表达ꎬ不仅传达医学理念ꎬ还蕴含

丰富的哲学观ꎬ其表达短而精ꎬ内涵却多而深ꎮ 经过

几千年的发展ꎬ中医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

的中医文化ꎮ ２０１５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就是从中医典籍中受到启发ꎬ通过提取方法的改进ꎬ
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

分ꎮ 中医知识对于诺奖得主屠呦呦的成功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ꎮ 而且ꎬ中医不同于西医ꎬ不是纯粹的实

证医学、科技产物ꎬ更是一种人文医学ꎬ其中蕴含的

医哲文化是中医文化的精粹ꎮ 中医多用哲学的原理

和规律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ꎬ无论从方法上

还是思想上ꎬ 都与哲学密切相关ꎮ
作为中医国际化传播的重要渠道ꎬ中医翻译仍

面临许多困难ꎮ 中医翻译是非常复杂的跨文化交

流ꎬ由于中医文献历史久远ꎬ多用医古文写成ꎬ其名

词术语的内涵与现代医学有较大差异ꎬ具有很多独

具民族或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译入语文化中

空缺的文化原型ꎬ因此中医翻译过程中容易产生文

化观念、语言表达和中西医差异等文化冲突现象ꎮ
因此ꎬ文化翻译是中医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ꎬ甚至可

以说中医翻译是对中医文化的“深度描写”ꎮ 译者

是文化的解释者和传播者ꎬ应通过恰当的翻译方法

帮助读者了解陌生的异质文化ꎮ 我国中医翻译大家

李照国先生曾说过:“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众多概念ꎬ

都有其深刻的医学、哲学和文化内涵ꎬ在翻译中只取

其一而摈弃其他ꎬ不独有失公允ꎬ而且不符合翻译理

论的基本要求ꎮ” [３]２３５因此ꎬ要想通过译作有效地对

外传播中医文化ꎬ译者必须采用一种能准确再现其

文化内蕴的翻译方法ꎮ “深度翻译法”能有效地解

决这一问题ꎮ

三　 中医瑰宝«黄帝内经»及其英译概况

«黄帝内经»记载了我国古代医学成就和理论

体系ꎬ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ꎬ各 ９ 卷 ８１ 篇ꎬ
共由 １６２ 篇文章组成ꎮ «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早

的医学典籍ꎬ与«难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
并称为中医 ４ 大经典ꎬ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对现代中医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ꎬ是中医学习者

的“圣经”ꎮ “«黄帝内经»一方面以当时的先进哲学

思想为指导ꎬ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ꎻ另一方面

又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上ꎬ丰富和提高了哲学理

论ꎮ” [３]２８５«黄帝内经»不仅详尽阐述了古代中医对

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等方面的认识ꎬ还体

现了整体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说等古代哲学思

想ꎮ 从 １９２５ 年到现在ꎬ«黄帝内经»的译本有 １２ 种

之多(见表 １)ꎮ 这些译本出自不同年代ꎬ译者自身

职业和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ꎮ 如 Ｖｅｉｔｈ Ｉｌｚａ 主要从

事医史研究ꎬ朱明是中医临床医生ꎬ罗希文是中医典

籍英译专家ꎬ吴氏父子既从事中医教学ꎬ又从事医学

临床实践ꎬ李照国、杨明山主要从事中医英语教学及

研究ꎮ 众多译本都是大家之作ꎬ各有其精妙之处ꎮ
笔者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译文特征的角度比

较研究了几个较经典的译本ꎬ认为虽然译者在涉及

到中国文化的翻译方面均采取了一定的补偿措施ꎬ
但由于译者文化背景和对文本理解的差异ꎬ而使文

化阐释的力度和精准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在众多

译本中ꎬ笔者认为李照国教授的翻译策略最接近

“深度翻译”ꎬ其译文最能有效地传达«黄帝内经»中
所体现的医哲文化ꎮ

李照国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ꎬ英语硕士ꎬ中医学博士ꎮ 主要从事中医英语翻

译、教学和研究工作ꎮ 其译本是一部英汉对照的全

译本ꎬ于 ２００５ 年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ꎮ 李教授在

翻译过程中ꎬ凭借其深厚的中英文基础和高深的中

医翻译水平ꎬ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ꎮ 本

文将选择李教授英译本为语料ꎬ从整体观、辩证法、
阴阳论和五行说 ４ 个方面分析译者如何通过深度翻

译方法再现«黄帝内经»中体现的中国古代哲学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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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２ 个«黄帝内经»英译本信息简表

译者
出版
年代

译者身份 标题 译文内容

１ Ｄａｗｓｏｎ ＰｅｒｃｙꎬＭ １９２５ 德国人 Ｓｕｗｅｎꎬ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译«素问»

２ Ｖｅｉｔｈ Ｉｌｚａ １９４９ 医史学家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译«素问»１－３４ 章

３ 黄 雯 １９５０ 医学院院长ꎬ医师 Ｎｅｉｊｉｎｇꎬ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ｓ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选择«素问»的重要
章节及评注

４ Ｈｅｎｒｙ.Ｃ.Ｌ １９７８ 加拿大人 «内、难全集» 全译«内经»和«难
经»

５ Ｍａｏｓｈｉｎｇ Ｎｉ １９９５ 在美从事中医教学ꎬ
医学、哲学博士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Ｓｕ￣
ｗｅｎ 全译«素问»

６ 周春才、韩亚洲 １９９７ 画家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选择«内经»中的部
分养生章节

７ 吴连胜、吴奇父子 １９９７ 在美从事中医临床
工作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ａ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全译

８ 朱 明 ２００１ 中医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 选择部分章节

９ Ｕｎｓｈｕｌ Ｐａｕｌ.Ｕ ２００３ 医史研究所所长 Ｈｕａｎｇ Ｄｉ Ｎｅｉ Ｊｉｎｇ Ｓｕ Ｗｅｎ 全译«素问»

１０ 吕聪明 ２００４ 海外博士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ｉ 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ｎ Ｊｉｎｇ 全译«内经»和«难
经»

１１ 李照国 ２００５ 英语硕士ꎬ医学博士 Ｙｅｌｌｏｗ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全译

１２ 罗希文 ２００９ 中医典籍英译专家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ｄｉ Ｎｅｉｊｉｎｇ 编译

　 　 在翻译«黄帝内经»时ꎬ李教授秉承着“译古如

古ꎬ文不加饰”的翻译原则ꎮ 所谓“文不加饰”ꎬ就是

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行文方式、语言风格和主旨

思想ꎮ “语言国情学认为ꎬ凡是含有国情的概念均

应音译ꎬ以利于保持其内涵ꎮ” [４] 因此对于«黄帝内

经»中诸多的概念ꎬ在翻译时主要采用音译法ꎬ但如

果不采用深度翻译法进行进一步解释ꎬ异质文化读

者将不知所云ꎬ甚至失去继续研读的兴趣ꎮ 因此ꎬ译
者再用括号将文内注解附于音译概念之后ꎬ帮助读

者理解ꎮ 或在译文之后附加详细注解ꎬ以帮助读者

完整准确地理解相关概念的实际内涵及蕴含的哲学

思想ꎮ

四　 «黄帝内经»体现的医哲文化及其深度翻译

作为医哲文化经典之宗ꎬ«黄帝内经»是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领域中的集大成者ꎬ是中医学

理论体系早期形成的主要来源ꎮ 本文主要从整体

观、辩证法、阴阳论和五行说 ４ 个方面来分析如何采

用深度翻译法再现其独特的医哲文化ꎮ
(一) 整体观

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ꎬ历代学者都强调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ꎬ这一整体观也是中医学所

秉持的重要理念ꎮ 中医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

谐ꎬ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ꎮ 这种独特的思维方

式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ꎮ
(１)«黄帝内经素问»:“天地之间ꎬ六合之内ꎬ

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ꎬ皆通乎天气ꎮ”
现代文意义:“凡是天地之间ꎬ六个方向之内ꎬ

无论是地之九州ꎬ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ꎬ都是和

天气相通的ꎮ”
[Ａｌｌ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ｕｈｅ ( ｓｉｘ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ａｎｑｉ (Ｈｅａｖｅｎ￣Ｑｉ)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ｕｚｈｏｕ
( ｎｉｎ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ꎬ ｔｈｅ Ｊｉｕｑｉａｏ ( ｎｉｎｅ
ｏｒｉｆ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ꎬ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Ｚａｎｇ￣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ｖｅ Ｊｉｅ(Ｊｏｉｎｔｓ) .

在以上译文中ꎬ译者对于六合、天气、九州、九
窍、五脏等中国古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在括号里进行

了具体解释ꎬ从而使目的语读者更能领会人体的整

体性与天地相通这一独特哲学文化内涵ꎮ
«黄帝内经»还强调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统

一的有机整体ꎬ认为人体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人体

各结构体系内部及各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制约、影
响、作用ꎮ 它把生命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变化过

程来认识ꎬ是以五脏为中心ꎬ配以六腑ꎬ通过经络系

统的作用而实现的ꎮ 这种整体联系又贯穿并体现于

中医基础理论之中以及临床的各个方面ꎬ诸如生理、
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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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黄帝内经灵枢»上说:“圣人之为道ꎬ上
合于天ꎬ下合于地ꎬ中合于人事ꎬ必有明法ꎮ”

现代文意义:“圣人所认识的事物规律ꎬ上合天

文ꎬ下合地理ꎬ中合人事ꎬ必定有明确的法度和

标准ꎮ”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ｕ￣
ｍ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ｄｏ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这些词汇或语句大都代表复杂的概念ꎬ 抽象深

奥ꎬ文化属性极强ꎬ音译对于读者来说ꎬ如果没有其

它辅助依然一无所知ꎮ 该译文在翻译时采用深度翻

译方法ꎬ利用在音译基础上详加注解ꎬ甚至附注其文

化背景ꎬ从而说明其语用意义ꎬ使读者了解原语独特

的文化现象或思想内涵ꎬ完整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

学强调的“天人合一”观ꎮ
(二) 辩证法

辩证法是中医哲学的基础方法论ꎮ “辩”即审

辨ꎬ甄别ꎻ“证”本意为证据[５]ꎮ 根据中医的基本理

论ꎬ辩证论治即对症状、体征、疾病的原因、性质及部

位以及病人的体质进行全面分析并做出诊断和治

疗ꎮ 以外知内ꎬ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ꎮ 中医把人体

立足于整体上把握ꎬ在活体的运动中来进行研究ꎬ从
各组织器官在功能上的联系探究人体内部的结构关

系ꎮ 中医把显露于体表的功能现象当作研究基础ꎬ
根据整体体表的各种功能现象之间的联系ꎬ确定脏

腑间的关系ꎮ 由于纯直观方法对于认识体内脏腑气

血病变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ꎬ必须采用辩证思维方

法ꎬ于是«内经»提出“以表知里”、“视其外应ꎬ以知

其内脏ꎬ则知所病”的察象识病思路ꎮ 依据内外整

体联系的观念ꎬ发挥医者视、听、嗅、触等感官作用ꎬ
全面观察患者外现病象ꎬ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

联系思索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ꎮ
(３)«黄帝内经素问»说ꎬ“凡治病ꎬ察其形气

色泽ꎬ脉之盛衰ꎬ病之新故”ꎬ“病热脉静ꎬ泄而脉大ꎬ
脱血则脉实ꎬ病在中ꎬ脉实坚ꎬ病在外ꎬ脉不实坚者皆

难治ꎮ”
现代文大意为:“大凡治病ꎬ必先诊查形气怎

样ꎬ色泽如何ꎬ脉之虚实ꎬ病之新旧ꎬ然后进行治

疗ꎮ”“热病时脉反静ꎬ泄泻时脉反大ꎬ脱血时脉反

实ꎬ病在内而脉发实坚ꎬ病在外而脉反不实坚ꎮ 这些

都是病脉相反的情况ꎬ皆为难治之症ꎮ”
Ｗｈｅ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ꎬ Ｑｉ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ｏｎ [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ｐｕｌｓ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ｓ ｏｌｄ ｏｒ ｎｅｗ.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ａｎｙ ｄｅｌａｙ.

Ｃａｌｍ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ｆｅｂｒｉ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ｌａｒｇｅ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ｒ￣
ｒｈｅａꎬ ｆｏｒｃｅｆｕｌ￣ｈａｒｄ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ｏｆｔ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ｌ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ｉｎｃ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通过深度翻译法ꎬ译者用中括号添加了一些有

效信息ꎬ说明了通过人体脉搏情况判断体内疾病轻

重性质的“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ꎮ 由此可见ꎬ“由
表及里”不仅是一种疾病诊断治疗方法ꎬ也表示由

表面现象看到事物本质ꎬ是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辨

法ꎮ 此外ꎬ«内经»还提出脏腑辩证、经络辩证、气血

津液辩证、六经辩证等思想ꎬ对具体疾病的特殊本质

认识更深刻ꎬ在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中更进

了一步ꎮ
(三)阴阳论

作为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一ꎬ阴阳论起初也并不

是中医学自身的理论ꎬ而是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

物哲学思想ꎮ 阴阳代表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ꎬ是指

宇宙间万物万事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度的区别和

概括ꎮ
阴阳的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ꎮ 古人观

察到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关联的大自然现象ꎬ如天地、
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ꎬ以哲学的思想方式ꎬ
归纳出“阴阳”的概念(维基百科)ꎮ 哲学上ꎬ阴阳是

指自然界中相互关联的对立双方或现象ꎮ 在中医

上ꎬ阴阳是指相互关联的物质双方及其功能ꎮ 例如ꎬ
人体不同的部位、组织ꎬ以至不同的生理活动ꎬ都可

划分为阴阳两类ꎮ 如:背为阳、腹为阴ꎻ外为阳ꎬ内为

阴ꎻ上为阳ꎬ下为阴ꎻ动为阳ꎬ静为阴ꎻ流动性佳为阳ꎬ
流动性差为阴ꎻ气、力与精神为阳ꎬ血、体液与温度为

阴ꎮ 阴阳学说是中医独有的理论ꎬ阴阳的对立统一

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

因ꎮ 阴阳学说在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方面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由此可知ꎬ“阴阳”这个术语内涵深刻ꎬ很难用

简短而对应的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两个词汇来翻译ꎬ必须

根据具体语境确定其具体文化意义和内涵ꎬ从而对

其进行“深度描写”ꎮ
阴阳———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ｗｏ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ｏｏｎꎬ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ꎬ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ꎬ ｅｔｃ.)ꎬ这是阴阳基本概念的翻

译ꎬ但在具体语境中却有其独特涵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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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者ꎬ天地之道

也ꎬ万物之纲也ꎬ变化之父母ꎬ生杀之本始ꎬ神明之府

也ꎮ 治病必求于本ꎮ”
现代文意义:“黄帝说:‘阴阳是自然界的规律ꎬ

是一切事物的纲纪ꎬ是万物变化的根源ꎬ是生长毁灭

的根本ꎬ是事物各种运动现象的原动力’ꎮ 凡医治

疾病ꎬ必须求得病情阴阳变化的根本ꎮ”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ａｏ (１ａｗ)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

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ꎬ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ꎬ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ꎬ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ｈｅｎｍｉｎｇ( Ｓｐｉｒｉｔｓ) .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ｉｓ ｌａｗ.

译文对阴阳、道 (１ａｗ)、神明(Ｓｐｉｒｉｔｓ)等中国特

有的概念采用音译法ꎬ但随后通过括号或注释对其

具体含义进行了解释ꎮ 这样处理既让读者记住了如

何用汉语表达这个独特概念ꎬ同时让其明白其具体

意义ꎮ 更能明白“阴阳”的医学意义和哲学内涵ꎮ
(５)«黄帝内经素问»说:“故阳强不能密ꎬ阴

气乃绝ꎬ 阴平阳秘ꎬ 精神乃治ꎬ 阴阳离决ꎬ 精气

乃绝ꎮ”
此例的意思是:阳气允盛ꎬ不能固密ꎬ阴气就会

衰竭ꎮ 阴气盈满ꎬ阳气密藏ꎬ阴阳和谐ꎬ人的精神才

会正常ꎮ 如果阴阳决绝而不相交ꎬ人的精气就会随

之而竭绝ꎮ
Ｉｆ Ｙａｎｇ ｉｓ ｔｏｏ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ꎬＹｉｎｑ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Ｙｉｎ ｉｓ ａｔ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ａｎ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ｐｉｒｉｔ) ｂ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ｆ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ꎬ Ｊｉｎｇｑｉ ( Ｅｓ￣
ｓｅｎｃｅ—Ｑｉ)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同样如此ꎬ这段译文仍然采用音译及文后加注ꎬ
读起来虽不十分流畅ꎬ但相对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

信息ꎮ 所以ꎬ在中医英语的翻译中ꎬ译者首先应该着

重考虑词语的历时变化和古今文化差异ꎬ才能在译

文中找到精准的表达方式ꎮ
(四)五行说

“五行说”是指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
５ 类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ꎮ 古

代医学家借用五行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各种现

象ꎬ并用以指导总结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ꎬ进一步体

现了中医理论医哲交融的特点ꎮ 中医上ꎬ五行不仅

指自然界中的木、火、土、金、水这 ５ 种物质的运动变

化ꎬ还指人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５ 种物质范畴ꎮ 中

医根据木、火、土、金、水的特性ꎬ将其与人体内脏即

肝、心、脾、肺、肾相关联ꎮ 中医还将五行与自然界中

的季节、气味、颜色等以及人体的情志、脉搏、体液等

相关联ꎬ分别叫做五行对五季、五味、五色、五志、五
脉、五液ꎮ 因此ꎬ“五行”也是内涵极为丰富的中医

基本概念之一ꎮ «黄帝内经»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

的 ５ 大藏象系统ꎬ并借用木火土金水 ５ 类物质的特

性、分类方法和五行生克规律ꎬ具体地说明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及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疾病变化以及指导

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和康复ꎮ 五行的意义包涵

着阴阳演变过程的 ５ 种基本动态:水(代表润下)、
火(代表炎上)、金(代表收敛)、木(代表伸展)、土
(代表中和) (维基百科)ꎮ 中医学还对五行概念赋

予了阴阳的含义ꎬ认为木、火、土、金、水乃至自然界

的各种事物都是阴阳的矛盾运动所产生ꎮ 阴阳的运

动变化可以通过在天之风、热、温、燥、湿、寒六气和

在地之木、火、土、金、水五行反映出来ꎮ 中医学的五

行不仅仅是指 ５ 类事物ꎬ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 ５ 类

事物内部的阴阳矛盾运动ꎮ
维基百科对五行的翻译和解释参考书籍相对较

多ꎬ认 为: Ｔｈｅ Ｗｕ Ｘｉｎｇꎬ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ꎬ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Ａｇｅｎｔｓꎬ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Ｓｔｅｐｓ / Ｓｔａｇｅꎮ 在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中医

英语»中ꎬ有专门一章讲解五行学说的翻译ꎬ详细探

讨并论证了该书统一采用“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的原

因ꎬ那就是这种翻译十分清楚的表达了“五”的概

念ꎬ但是没有办法把“行”———５ 类事物内部的阴阳

矛盾 运 动 清 楚 地 表 达 出 来ꎮ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ａｇｅｎｔｓꎬ
ｐｈａｓｅｓ”多多少少还是更加倾向于表达了 ５ 类事物

和现象ꎮ 另外的翻译如“ｆ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ｆ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或多或少表达了 ５ 种运动ꎬ但是忽略了“木、
火、土、金、水”这 ５ 类事物ꎬ并且也不能够清晰地表

达出 ５ 类事物之间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ꎮ
李照国英译本中将五行译作“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并

在括号内对其内涵进行了解释:(Ｗｏｏｄꎬ ｆｉｒｅꎬ ｅａｒｔｈꎬ
ｍｅｔａ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ｓｃ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ꎬ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该译文不仅列举了五行的

基本概念ꎬ还通过进一步阐释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

联ꎬ对于生理、病理分析的作用ꎮ 这也是深度翻译的

一种ꎬ对医学名词的意义及哲学内涵进行拓展ꎬ从而

实现了文字外壳下文化思想的有效传递和表达ꎮ

五　 结　 语

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是中医产生、发展的土壤ꎮ
要做好中医翻译ꎬ译者一方面必须深谙中国古代医

１１１第 ６ 期　 　 　 　 　 　 　 　 　 　 　 　 刘晓云:«黄帝内经»医哲文化的深度翻译研究



学哲学文化ꎬ具体包括译者对医古文、中国哲学的了

解和掌握ꎬ理解阴阳、五行学说及脏像、经络、穴脉等

中医哲学理论ꎮ 另一方面必须熟悉和掌握现代翻译

理论ꎬ善于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ꎮ
两者结合才能具备良好的中医翻译基础ꎮ 源自于文

化人类学“深度描写法”的“深度翻译法”通过添加

前言、解释、评注、背景等手段能很好地补偿源语文

化空缺ꎬ为读者适当提供文化和历史的语境ꎬ不失为

进行中医翻译的一种很好的翻译策略ꎮ 当然ꎬ“深
度翻译”也有其不足之处ꎬ那就是频繁的解释和标

注有可能使译文读起来不够顺畅ꎬ造成理解的“停
顿和障碍”ꎬ从而影响阅读速度甚至效果ꎮ 但“深度

翻译”作为对“他者”跨时间、跨语言、跨文化的阐

释ꎬ其复杂性决定了通顺流畅的词义对等无法担负

文化思想的阐释重任ꎮ 因此ꎬ只有通过“深度翻译”
这一策略ꎬ才能实现对文本的思想内涵的阐释ꎬ使其

不断地接近事物的本质ꎮ 综上所述ꎬ“深度翻译”这
一策略对于中医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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