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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从《针对西方读者的中医导论———打开中医之门》

看中国文化形象自塑

高　芸

　　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实践，中医翻译在中国文
化形象构建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中国外文局副局

长黄友义所指出的，“中译外首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

用外语对外介绍中国，绝不仅仅是纯粹性的、业务性的

工作，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大事”［#］。因此，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中医翻译不是简单的在语言层面

的汉译英，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形象构建、文化规范

等更为宏观的研究范畴。中医翻译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历史不长，主要集中在翻译核心概念、翻译原则、翻译

理论、翻译策略及方法方面［
!

－
8

］，而对国家文化形象塑

造没有直接涉及。本文围绕谢竹藩教授及其子谢方博

士的译作《针对西方读者的中医导论———打开中医之

门》（以下简称《导论》），通过分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

以期发现这些策略对塑造中国文化形象所产生的作

用，从而期待在中医学术著作英译以及其他中医学文

本翻译中，国家文化形象塑造能得到更多关注，对提升

我国文化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

　国家文化形象自塑与中医学术译作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构成，是国家对

内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产生亲和力和感召力的

软实力［
@

］，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并集中体现了一国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面貌［
B

］。建

构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自塑”和“他塑”互动的过

程［
@

］。“自塑”是由国内政府、机构和民众塑造，而“他

塑”是由国外政府、机构和民众塑造。目前国家文化

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他塑”方面，而对“自塑”形

象研究很少涉及。实际上，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仅靠

他塑是不够的［
F

］。一个国家只有主动进行对外文化

传播和弘扬，直接参与中国形象的构建，才能提高国家

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赢得他国文化的认可和追随［
$

］。

!"#B

年
#

月，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把

“中医药文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
B

月《中医

药法》正式颁布。可见，中医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国

际化的重要标志。通过中医跨文化传播，推动中医文

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医乃仁

术”等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知、认同，乃至

推广，从而让中医学走向世界，将对构建和提升我国文

化形象以及软实力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

中医文化具有的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气质，难以被

国外受众理解和接受［
#"

］。尤其在西方主流医学占据

了话语霸权地位的大环境下，有关中医的负面言论通

过舆论媒介的传播，已经对我国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建

构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

］。这些障碍的产生，除了意识

形态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

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现状。全面、客观、真实地向世

界介绍中医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中医翻

译在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术著作英译是中医翻译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医文化的认知和看法的重要窗

口。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中医文化

的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国际汉学界显现出对中医文化

的浓厚兴趣，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医典籍、教材方面的译

作，促进了国外读者对中医文化的了解和认可。同时，

国内一批学者积极地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导论》堪当

“讲好中医文化故事”、自塑中国文化形象的典范。其

主要译者谢竹藩教授是北京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教

授，是全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思路、

中医临床研究方法学、寒热辨证和寒热药性理论、中医

名词术语英译等方面成绩卓著［
##

］，被世界卫生组织

（
*GA

）誉为制定
*GA

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医学名词

术语国际标准的领军核心。这本书从西方目标受众的

角度出发，通过把中医和西医进行比较，全面、真实地

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断与治疗以及临

床常见疾病。译者采取的编译以及译、释并用的翻译

策略促进了受众的理解和认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从而直接或间接提升我国文化形象。本文将对翻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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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及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

　编译翻译策略与塑造的国家文化形象
编译，顾名思义，指编辑和翻译。德国功能主义翻

译理论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主张

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

为了适合某些读者或为了译文的目的，译者需要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

］。《导论》的目标

受众是西方的中医学爱好者、学生以及中医从业人员。

预期目的是提供中医基础理论、诊断、治疗等方面的信

息，同时能够对西方读者产生感染功能，增强中医的可

信度和吸引力。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译者显示出敏锐

的受众意识，努力契合目标语读者的交际需求、兴趣、

阅读期待和文化背景，在保留中医文化精髓的前提下，

采用编译的策略，力图提供给西方读者内容和形式都

十分适合的外文。

在内容上，《导论》并未涉及全部中医学知识，而

是选择从西方视角看最具独特性，与西医最有互补性

的中医学方面的内容。除了常规内容外，《导论》在篇

首增加了“中医文化介绍”章节，提供有关中国古代哲

学、古汉语以及中国科学传统方面的中医文化背景知

识。结尾部分增加了“常见病”章节，阐述了经现代临

床研究证实有效的临床常见病中医治疗方法。在形式

上，《导论》顺应目标语的语篇规范和文本样式，构建

起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语篇，尤其是采取的叙述

视角以及和读者互动的策略极大地提升了译文传播

效果。

!


#

　比较的叙述视角
在叙述视角上，中西医之间的比较贯穿了书中全

部内容。译者把西方医学当做一面镜子，通过将中医

与西医相比较，清楚地回答什么是中医，以及中医在世

界医学的定位。这种视角有助于消除西方读者认知语

境的障碍，产生和译文的充分关联，从而能够更好地理

解译文。下面具体举例说明。

例
#

　
7H.;-HI J1--> /-K;.;H- LM:1-L /:H=

L;/;4:1;I;-L N;IM I1:K;I;3H:4 &M;H-L- /-K;.;H-5 )M-

.3H.-OI 3P OH-Q/:

，
NM;.M /-:HL :;1

，
/:= 0-

O:1I4= .3/O:1-K N;IM IM- &M;H-L- .3H.-OI 3P R;

，

:L R; K3-L 1-P-1 I3 :;1 ;H IM- O13.-LL 3P 1-LO;1:


I;3H 3H L3/- 3..:L;3HL555G3N-S-1

，
IM- .3H.-OI

3P R; ;L /Q.M 013:K-1 IM:H OH-Q/: 555(H IM- .3H


I-TI 3P 03K= LI1Q.IQ1-

，
R; ;L .3/O:1:04- I3 :I3/

;H J1--> OM;43L3OM= 1:IM-1 IM:H OH-Q/: 5

［
#%

］

希腊是欧洲最早出现合理、科学的医学体系的国

家。译者通过指出中医核心概念“气”在功能上和古

希腊医学概念“
OH-Q/:

”，以及在结构上和古希腊哲

学中“
:I3/

”相似之处，帮助西方读者消除对“气”的

陌生感，易于接受和理解“气”这个抽象概念。正如

《导论》书中所说，“弥合不同的前提是存在共同点。

中西医都和人类的健康和疾病有关，它们的治疗方法

原理相同。这些看上去明显、但却容易忽视的相同点

为中西医进行比较和结合提供了基础”［#%］。把对中西

医不同之处的分析建立在两者共同之处上可以达到在

西方读者中产生情感共鸣，易于接受中医的效果。

例
!

　
AP .3Q1L-

，
IM-1- :1- <1-:I K;PP-1-H.-L

（
0-IN--H =;H


=:H< IM-31= :HK *-LI-1H /-K;.:4

OM;43L3OM=

），
IM- /:;H 3P NM;.M ;L IM:I IM-

&M;HL- IM-31= ;L /:.13.3L/;.

，
NM;4- IM- /3K


-1H *-LI-1H IM-31= ;L /;.13.3L/;.555+;.13.3L


/;. <Q;K:H.- K;K 4-:K I3 <1-:I :KS:H.-/-HI 3P

/-K;.;H-555 )M- &M;H-L- /-K;.:4 >H3N4-K<- ;L

3PI-H H-<4-.I-K 0= *-LI-1H /-K;.;H- :HK ;IL

/:.13.3L/;. O3;HI 3P S;-N /:= O13S;K- /3K-1H

/-K;.:4 1-L-:1.M 31 I1-:I/-HI 01:HK H-N K;1-.


I;3HL5 )M:I ;L NM= ;HI-<1:I;3H 3P &M;H-L- /-K;


.;H- N;IM *-LI-1H /-K;.;H- /:= O13/3I- IM- K-


S-43O/-HI 3P N314K /-K;.;H- :L : NM34-5

［
#%

］

译者在指出阴阳理论和西方医学哲学的共同之处

后，着重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中医重宏观而西医重微

观。在客观分析两者医学体系的利弊后，进而得出结

论：中医可以为现代医学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方向，通过

取长补短，中西医可以共同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这

段文字没有回避中医学理论的欠缺之处，也没有夸张

中医学理论的作用，从而给西方读者留下实事求是的

印象，增强了内容可信度。同时，呈现出一个致力于全

球人类健康与世界医学发展的良好国家形象。

例
%

　
)M- /-1;K;:H R; .:H 0- O-1.-;S-K 0=

03IM IM- O:I;-HI :HK IM- O1:.I;I;3H-1 KQ1;H< :.Q


OQH.IQ1- I1-:I/-HI5555 NM;4- :H 30D-.I;S- L-HL:


I;3H .:H 0- I1:HL/;II-K IM13Q<M IM- H--K4- I3 IM-

O1:.I;I;3H-1 :L : LQKK-H K--O I;<MI-H;H< IM:I 1-


L-/04-L IM- P--4;H< 3H IM- P;LM O34- NM-H P;LM

I:>-L IM- 0:;I5

［
#%

］

译者巧妙地把施针者感受到的肌肉收紧感比喻为

钓鱼人感受到鱼上钩时的感觉。把中医的一些抽象概

念和西方受众熟悉的事物和感觉巧妙联系，不仅能够

使西方读者产生相似的文化联想，帮助他们理解文本，

而且生动有趣的表达增强了文本的吸引力。

!


!

　与读者互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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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的互动性是指作者、读者和语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
#E

］，是西方学术体裁的重要特征之一［
#8

］。语言

策略包括读者介入语、自我提及语、模糊限制语、态度

语等。《导论》采取恰当的策略与读者互动，起到了吸

引受众、打动受众的作用。

例
E

　
G3N-S-1

，
;P LQ.M :H:43<;.:4 .4:LL;P;.:


I;3H N31>L 3S-1 :HK 3S-1 :<:;H

，
N- /QLI :I 4-:LI

LM3N IM- 1-LO-.I I3 IM- P:.I :HK :K/;I IM:I ;I ;L

O1:.I;.:44= QL-PQ4

，
H3 /:II-1 M3N ;H.3H.-;S:04-

IM- :LLQ/OI;3H /:= 0- 0= 43<;.:4 1-:L3H;H<5

［
#%

］

中国传统学术传统一般要求采用第三人称，与受

众缺乏直接关系。而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规约提倡运

用第一人称，以受众介入的视角，诉诸受众感受。这句

话选用
N-

作为主语，把读者作为同行专家介入语篇，

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引导论者接受书中的观点。此

外，在西方修辞传统熏陶下，西方读者十分看重话语可

信度。句中通过“
/QLI

”、“
/:=

”两个模糊限制语有

节制的、谨慎地表达译者的观点和态度，增强了话语的

可信度。

例
8

　
)M- :LLQ/OI;3H M:L 0--H .3HP;1/-K

0= /3K-1H 1-L-:1.M 3H IM- IM-1:O-QI;. -PP-.IL 3P

M-:I


.4-:1;H< :HK K-I3T;.:I;H< /-K;.;H:4L5 +:H=

3P LQ.M /-K;.;H:4L .:H :.I :<:;HLI IM- I3T;HL 3P

IM- 0:.I-1;:

，
O:1I;.Q4:14= IM- -HK3I3T;HL5 (I ;L 1-


:44= : /:1S-4 IM:I N;IM3QI IM- :;K 3P /3K-1H I-.M


H343<=

，
IM- :H.;-HI &M;HL- K;L.3S-1-K IM- :HI;


I3T;. -PP-.I 3P IM3L- /-K;.;H:4L

，
H:/-K IM-

O:IM3<-H :L I3T;H

，
:HK K-P;H-K IM- IM-1:O-QI;.

-PP-.I :L K-I3T;.:I;3H5

［
#%

］

与主张中立客观的、无感情色彩的中国传统学术

传统不同，这句通过态度语的使用表明译者情感。句

中的“
/:1S-4

”、“
1-:44=

”两个词充分表达译者对中医

学的赞叹与自信，对中医文化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

种态度和情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坚实地建立在“现

代医学研究确认”的事实基础上，增强了中医文化对

西方读者的可信度与吸引力。

%

　译、释并用的翻译策略与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
中医文化负载词是中医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导

论》采用译、释并举的策略，以西方读者易于理解和接

受的方式输出中医文化的特异之处。在“中医文化走

出去”的国家战略指导下，译者有意识地采用异化策

略，以拼音、直译的形式对外介绍和阐释具有中医特色

的文化负载词，尽可能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诚

然，中国文化西译过程中，为适应外国受众的思维习

惯，得到西方读者的接受和认同，采用归化翻译是不可

避免［
#@

］。只有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解释一种

文化中独有的事物，才能提高信息传播的清晰度，避免

被曲解、误解［
#

］。译释并举的具体翻译策略举例

如下。

%


#

　同位语
例

@

　
U;LI-H;H< :HK L/-44;H< :1- I:>-H :L

3H- -T:/;H:I;3H L;/O4= 0-.:QL- 03IM LM:1- IM-

L:/- &M;H-L- N31K

闻（
N-H

），
: O34=L-/:HI;.

N31K /-:H;H< I3 O:= :II-HI;3H IM:I 3H- .:H M-:1

:HK :4L3 I3 O-1.-;S- IM- 3K31 IM:I 3H- .:H

L/-445

［
#%

］

在跨文化翻译中，同位语是处理文化缺省现象时

最常用的一种形式［
#

］。中医术语“闻（
N-H

）”有双重

意思，西方受众无法从拼音本身理解它的涵义。这句

话用一个名词短语作同位语，具体解释了“
N-H

”既可

以指听到的声音，也可以指闻到的气味。

%


!

　括号注释
例

B

　
*:I-1 /-I:034;L/ ;H.4QK-L IN3 /:D31

O13.-LL-L

：
K;LI1;0QI;3H 3P IM- .4-:1

（
QL-PQ4

）
P4Q


;K IM13Q<M3QI IM- 03K=

，
:HK -T.1-I;3H 3P IQ10;K

（
N:LI-

）
P4Q;K 3QI 3P IM- 03K=5

［
#%

］

这句话用括号的形式说明中医术语“
.4-:1 P4Q;K

”

里的“
.4-:1

”意思是“
QL-PQ4

”，“
IQ10;K P4Q;K

”里的

“
IQ10;K

”意思是“
N:LI-

”。既保持中国文化的异质元

素，又易于西方受众理解，而且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行文

流畅。这也是为什么《导论》鲜见尾注和角注，而广泛

使用括号注释的原因。

%


%

　类别词
例

F

　
(H &M;H-L- /-K;.;H-

，
IM- ;HI-1H:4 31


<:HL 3P IM- MQ/:H 03K= :1- .344-.I;S-4= .:44-K

S;L.-1:4 31<:HL

，
31 /31- O1-.;L-4=

，
V:H<


PQ 31


<:HL

，
:HK .:H 0- .M;-P4= .4:LL;P;-K ;HI3

“
V:H<


31<:HL

”，“
PQ


31<:HL

”
:HK

“
-TI1:31K;H:1= 31


<:HL5

”［#%］

“脏腑”带有浓厚的中医文化特色，是重要的中医

术语。译者先是用医学常用的
S;L.-1:4 31<:HL

做了

归化翻译，然后采取在“
V:H<

”和“
PQ

”后面分别加类别

词“
31<:H

”归纳的方法进行了注释，既保留了中国文

化特色，又避免了由于中西医对脏腑不同理解可能造

成的误解。

%


E

　背景注释和归化
例

$

　
*M:I ;L &3HPQ.;:H MQ/:H-H-LLW )M-

P3443N;H< .;I:I;3HL P13/ IM- 033> 7H:4-.IL N;44



·１５１２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S- IM- :HLN-15

“
7 MQ/:H- O-1L3H 43S-L IM-

O-3O4-5

”…
7 MQ/:H- O-1L3H 43S-L O-3O4-5 )M;L

;L :H ;44QLI1:I;3H I3 LM3N IM:I &3HPQ.;:H MQ/:H-


H-LL /:= 0- -RQ:I-K I3 &M1;LI;:H <3K4;H-LL5

G-1- MQ/:H-H-LL /-:HL

“
43S- IM- O-3O4-

”

NM;4- P31 IM- -RQ;S:4-HI &M1;LI;:H L43<:HL

，“…

J3K ;L 43S-

，
:HK M- NM3 :0;K-L ;H 43S- :0;K-L ;H

J3K

，
:HK J3K :0;K-L ;H M;/5

”［#%］

儒家仁爱精神是中医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通过引

用《论语》里的语句可以帮助外国受众深入了解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满足他们新奇感，进而激起他们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同时，译作采用归化译法，把“儒家仁

爱”和西方人熟悉的“基督教敬虔”联系起来，以最大

限度地靠近目的语读者，使西方受众获得对异国文化

的感性认识，增强对中医文化的认同。

E

　结论
《导论》通过采用编译以及译释并用的翻译策略，

产生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呈现出博大精深、充满自

信，与时俱进、致力于全球人类健康的中医文化，塑造

出具有亲切感、感召力的良好国家文化形象，表现出热

爱生活，热爱文化，和世界各国和谐共处，积极为构建

美好人类共同体贡献自己力量的中华民族的形象。这

无形中消解了西方媒体有关中医以及中国文化的负面

言论，对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文化形象以及国

家软实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

］　卢小军主编
5

国际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

］
5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
@!

，
#%F

，
#E#5

［
!

］　葛校琴
5

国际传播与翻译策略—以中医翻译为例［
'

］
5

上海翻译，
!""$

，
!E

（
E

）：
!@

－
!$5

［
%

］　王彬
5

论中医歌赋翻译中的文化传播力建构［
'

］
5

外语

教学，
!"#@

，
%B

（
E

）：
##"

－
##%5

［
E

］　罗海燕，邓海静
5

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的中医外宣资

料英译［
'

］
5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B

，
!%

（
E

）：

8@B

－
8B"5

［
8

］　张丽，张焱
5

从海外中医教育现状看中医文化翻译与传

播［
'

］
5

中医药导报，
!"#F

，
!E

（
B

）：
B

－
#"5

［
@

］　于平
5

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

］
5

艺术

百家，
!"##

，
!B

（
8

）：
%!

－
%85

［
B

］　吴磊
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
'

］
5

前沿，
!"##

，
%%

（
!#

）：
#FF

－
#$#5

［
F

］　胡开宝，李鑫
5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中国形象研究：内

涵与意义［
'

］
5

外语研究，
!"#B

，
%E

（
E

）：
B"

－
B85

［
$

］　吴友富
5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

］
5

国际

观察，
!""$

，
%"

（
#

）：
F

－
#85

［
#"

］　乔宁宁，张宗明
5

中医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其在跨文化传播

中的价值适应［
'

］
5

中医杂志，
!"#@

，
8B

（
B

）：
8E#

－
8EE5

［
##

］　李梦伊，李宁，叶晖，等
5

谢竹藩教授中医寒热辨证研

究及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展望［
'

］
5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
!"#8

，
%8

（
#

）：
8

－
F5

［
#!

］　张美芳
5

编译的理论与实践———用功能翻译理论分析编译

实例［
'

］
5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E

，
!8

（
!

）：
$8

－
$F5

［
#%

］　
X;- YZ

，
X;- Z5 &3HI-/O31:1= ;HI13KQ.I;3H I3 &M;


H-L- /-K;.;H-

［
+

］
5 [-;D;H<

：
Z31-;<H U:H<Q:<-

\1-LL

，
!"#"

：
E

，
#@

，
!#

，
!!

，
!E

，
!8

，
%!

，
EE

，
$#

，

$@

，
##$5

［
#E

］　柴改英，任大玲
5

语篇的互动性研究［
'

］
5

四川外语学

院学报，
!""%

，
!E

（
!

）：
#"%

－
#"85

［
#8

］　
G=4:HK ]5 7.:K-/;. N1;I;H< 9H<4;LM

［
+

］
5 ^M:H<M:;

：

^M:H<M:; Z31-;<H 9KQ.:I;3H \1-LL

，
!"#E

：
F$

－
#EE5

［
#@

］　王慧莉
5

新闻外宣翻译原则探析［
'

］
5

上海翻译，
!"#B

，

%!

（
!

）：
!E

－
!$5

（收稿：
!"#F

－
##

－
"@

　在线：
!"#$

－
"8

－
"B

）

责任编辑：赵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