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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描述中医翻译对比研究现状，梳理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方法：选取文献计量法，借助可视化软
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我国期刊近１０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登载的２２２篇中医翻译对比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和内容分析。结果：中医翻
译对比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医术语对比研究持续受到关注，发文量占对比研究发文总量２／３以上，中医译家及
译家思想对比研究等较少；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以定性研究为主；约１／５的文献结合翻译理论或翻译原则深入分析和探
讨了译文。结论：中医翻译对比研究需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均衡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加强中医翻译理论建设，以进

一步推动和完善中医翻译工作，促进中医翻译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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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语言蕴含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词语，不同
译者在原文理解、译文文体风格、用语习惯和翻译技

巧等方面各有不同侧重。因此，中医术语翻译不统

一、典籍译本各不相同的情况较为常见。世界卫生

组织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分别于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年推出相关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为研
究者开展中医术语和中医典籍翻译的对比研究提供

了依据。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无

论是对原文词句的理解，还是不同译者对文化信息

的处理方式、译者的遣词造句、言说风格和翻译观

念，以及译文的“信、达”展现和功能等方面均有涉

及。对比研究因其操作性强、直观性高等特点日益

受到学界青睐。我们拟通过总结和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中医翻译对比研究的期刊文献，描述目前中医翻

译对比研究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今后研究

的发展方向，为未来中医翻译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文献来源于中国知
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数据
库。

１２　检索策略　以“中医翻译对比”和“中医英译
对比”为检索词分别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
库、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依次进行主题词检索，时间

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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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６７篇。再分别以“中医翻译”和“中医英译”为
检索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主题词检索，获得 １２９９
篇文献。借助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软件去除重复文献 ５５１
篇，删除不相关文献５９３篇，最终纳入文献２２２篇。
１３　纳入标准　选择中医翻（英）译对比研究的文
献，以及中医翻（英）译研究中包括了中医翻（英）译

对比相关内容的文献。

１４　排除标准　剔除内容中未涉及中医翻（英）译
对比研究的相关文献，其他语种翻译文献或资料来

源不清、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的文献，期刊征稿启事

和明确以医学临床或实验研究为主题的文献，以及

重复文献。

１５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统计文献发表年份、作者、
作者单位、文献来源和研究分类等信息，并根据研究

主题将纳入文献分为３类：中医术语翻译对比研究
（１６４篇）、中医句段翻译对比研究（５１篇）以及其他
对比研究（８篇）。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本研究数据库依据研究主
题将纳入文献分为三类：中医术语翻译对比研究、中

医句段翻译对比研究以及其他对比研究。其中“术

语”是指表达“专业知识领域的概念的词或词

组”［１］；“句段”指“由 ２个或 ２个以上的句子构成
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与上下文互相关联而又相对

独立的一段话，即一个语言片段”［２］。

１６　数据分析
１６１　发文量　近１０年中医翻译对比研究文献的
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１）。其中２０１７年发文
最多（４５篇），是２００８年的４５倍，占１０年总量的
２０３％。究其原因，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的中医药》白
皮书的发表，首部《中医药法》的通过，２０１７年１月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
颁布，以及政府鼓励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动建立

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是重要影响因素。２０１５年（３６
篇）和２０１４年（２９篇）发文量分别列第２位和第３
位。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发文量有所减少，与这２年中
医翻译领域文献发表总量较少有一定关系。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的５年中，只有 ２０１２年的发文量略高（２１
篇，９５％）。
１６２　发文期刊、作者与作者单位　中医翻译对比
研究文献主要发表在如下４类期刊：１）中医类期刊，
例如《中华中医药学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等，

刊载论文１２８篇（５７７％）；２）大学或学院学报，例
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等，刊载论文４４篇（１９８％）；３）外语类期刊，例
如《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中国翻译》等，刊载

论文２８篇（１２６％）；４）其他期刊，例如《科技展望》
《江淮论坛》等，刊载论文２２篇（９９％）。２２２篇文
献中，核心期刊论文仅占３９６％（８８篇）。就作者而
言，高等院校师生是主力军，其中约８７８％（１９５篇）
的文献作者为医学院校师生，特别是中医药高等院

校师生（１８７篇，８４２％）；非中医药类医学院校作者
发表３５篇（１５８％），含其他院校外语系师生发表的
２７篇。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医翻译对比研究期刊文献发文量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医翻译对比研究的作者及所在单位

　　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获得在此时间
分区内发表论文篇数前５０名的作者及所在单位的
可视化图谱（图２）。节点越大表示作者或研究单位
发文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与研究单位或

作者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图２显示，中医翻译对比
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有施蕴中、赵霞、李苹等，主要研

究单位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

医药大学和河南中医药大学（原河南中医学院）等。

１６３　关键词知识图谱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获得的中
医翻译对比研究关键词时间轴知识图谱见图３。该
图谱能够呈现中医翻译对比研究领域知识的结构、

规律，以及研究热点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更直观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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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知识群之间静态的关联和动态的演变。图３表明
“中医术语”“中医翻译”“中医英译”和“术语”是最

频繁出现的关键词。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医翻译对比
研究尤其是“术语”翻译对比研究与“中医学”“语言

文化”联系紧密。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关联理论”“文化
图式”等翻译理论见诸论文，“译者主体性”受到关

注。自２０１３年开始，“《伤寒论》”和“《黄帝内经》”
等“中医典籍”的翻译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

聚焦“中医文化”“中医名词术语”和“翻译策略”的

探讨，突出翻译“目的论”和“深度翻译”策略。１０年
中，中医术语翻译对比研究和中医文化探讨持续受

到研究者青睐。近５年来，翻译理论和中医典籍翻
译逐渐受到重视，或将成为中医翻译研究的前沿热

点。

图３　中医翻译对比研究论文关键词时间轴
　　知识图谱（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２　结果
中医翻译对比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１）。按照研究主题，我们将２２２篇文献分为中医术
语、句段和其他对比研究３类。总体而言，中医术语
翻译对比研究（１６４篇）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
域，发文量占２／３以上，是中医句段翻译对比研究文
献（５１篇）的３２倍，而其他研究（如中医译者和译
家思想对比研究等）文献（８篇）约占３６％。研究
领域严重失衡。

２１　中医术语翻译对比研究　中医术语翻译对比
研究占对比研究总量的７３９％，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

内科学、中医医史文献学和中医养生学等方面。中

医基础理论术语对比研究主要探讨精气、阴阳、五行

及藏象学说术语的翻译［３６］，也有关于“五神”等基

于《黄帝内经》所含术语的翻译对比研究［７］。

中医诊断学和中医内科学术语的翻译对比研究

主要围绕病因病机和疾病名称展开。前者主要从语

言学角度，采用平行对比的方法分析术语的句法结

构和语义逻辑关系，探究中医术语的英译方法，例如

脾病辨证术语翻译等［８］。疾病名称的翻译对比研究

主要从文献学角度挖掘疾病名称的中医学内涵，根

据其病因病机和临床表现，对比判断译文是否恰当，

例如“厥证”的翻译等［９］。盛洁和姚欣［１０］随机抽取

《伤寒杂病论》中典型的病名术语如“发热”“瘛”

等进行翻译对比分析。包玉慧等［１１］通过对比《红楼

梦》不同译本，研究中医诊疗术语、病证术语的误读

和误译现象，为中医术语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中药学术语翻译研究主要围绕容易在修辞或逻

辑上造成翻译困难的功效术语进行对比分析，例如

对比研究“宣肺平喘”等术语的不同译法［１２］，研究基

于中药功效的逻辑关系，为中药功效翻译提供了一

定的借鉴。方剂学术语翻译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

方剂名称上，如根据方剂的命名方式和含义对比分

析“玉屏风散”“保和丸”等名称的英译［１３］。王银泉

和杨乐［１４］选取了《红楼梦》英译本中“玉竹”“人参

养荣丸”等中药和方剂名称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译

者可以为目的语读者建立文化图式，以利于中医文

化传播。

针对中医医史文献学相关术语，刘成等［１５］较为

系统地梳理了包括学科分支、医政机构、医官职称等

术语的翻译。在中医养生学方面，黄勤、陈蕾对比研

究了《红楼梦》译本中“酸梅汤”“燕窝粥”等膳食术

语的英译［１６］，提出要在把握原文内涵的基础上，选

择贴近目的语的词汇进行语码转换，翻译时考虑目

的语读者的接受度可以更有效地传播文化。

翻译过程涉及理解、表达和检验３个步骤，正确
理解中医术语源文本是翻译的基本前提。研究应首

先从中医学、中药学或文献学角度阐释术语原文含

义，然后参考国内外中医药术语翻译现行标准和词

典等相关资料，对比分析现有译文，并结合相关翻译

理论或翻译原则确定或检验最终译文。然而我们发

现，接近４／５的研究（１２６篇，７６８％）并不涉及翻译
理论指导，大多只从解释术语内涵和辨析译文词汇

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只有少数文献（２３２％）基于
目的论、生态翻译学、功能主义翻译论、阐释学等视

阈，结合译例进行了对比评析。研究缺乏相应理论

依据、举例随意或许是导致核心期刊载文较少的原

因之一。

２２　中医句段翻译对比研究
句段翻译重在体现句段整体意义的转换，而不

是研究个别术语或局部字面意思的翻译。中医句段

翻译对比研究文献共５１篇（２３０％），研究语料主要
来自《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典籍，其中３８
篇（７４５％）涉及《黄帝内经》相关篇章，１１篇
（１９０％）是《伤寒杂病论》中若干条文的翻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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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有其他文本译文对比研究２篇［１７１８］。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对比译文的修辞手法（３１篇）以及语
言风格和特点（２０篇）。同中医术语对比研究一样，
对原文进行解释说明，再对不同版本的译文加以分

析是中医句段翻译对比研究的主要研究思路。不同

的是，研究视角从探析术语概念、翻译目的、词法结

构拓展到了研讨音韵、语用和句法结构，涉及的理论

主要包括关联理论（４篇）、阐释翻译学（３篇）、翻译
适应论（３篇）等。
２２１　《黄帝内经》句段翻译对比研究　《黄帝内
经》中的句段翻译对比研究是热点之一。其中对比

语料主要来源于以下５个译本：李照国于２００８年出
版的全译本、ＩｌｚａＶｅｉｔｈ于１９４９年出版的《素问》前
３４章的英译本、吴连胜、吴奇父子于１９９７年出版的
全译本、ＭａｏｓｈｉｎｇＮｉ于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全译本和罗希
文于２００９年出版的《素问》节译本。就研究篇目而
言，涉及到《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的最多（７篇），其
次是《素问·上古天真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篇》（各６篇），还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
脉要精微论篇》和《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等。

《黄帝内经》中的句段翻译对比研究包括对比译本

中逻辑语义关系及修辞手法［１９２０］；对比不同译者对

同一语句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语句在不同语境下的

翻译解释［２１］。相比《素问》研究（３３篇），研究者对
《灵枢》译本的关注较少，仅有５篇。
２２２　《伤寒杂病论》句段翻译对比研究　《伤寒
杂病论》句段翻译的对比研究译本主要为罗希文于

１９８６年出版的《伤寒论》全英译本（５篇）、魏?杰
（ＮｉｇｅｌＷｉｓｅｍａｎ）于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伤寒论译评》（４
篇）、黄海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伤寒论入门》（２篇）和
杨洁德（ＧｒｅｔａＹｏｕｎｇＪｉｅＤｅ）与罗宾（ＲｏｂｉｎＭａｒｃｈ
ｍｅｎｔ）于２００８年合作完成的《伤寒论讲解与临床心
得》（３篇）［２２］。研究内容包括对比某类疾病临床表
现（５篇），对比某一病症诊疗过程（３篇）或描述某
一病症名（２篇）等。研究角度包括从词法或句子结
构的角度分析不同译者对某一条文的具体翻译方法

和策略，或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对比条文语句的

翻译［２３］。

２３　其他对比研究　迄今中医翻译工作者在中医
术语、典籍翻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建设工作，

为中医国际传播做了很大贡献。然而，近１０年有关
中医译家翻译思想和译者研究的对比研究论文极

少，仅有８篇，包括不同译者翻译《伤寒杂病论》《黄
帝内经》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以及《伤寒杂

病论》若干译本的历时性描述对比研究［２４２５］。译者

的身份、翻译风格和翻译理念的对比研究少见。

３　讨论
中医翻译对比研究在近５年受到高校师生广泛

青睐，得到长足发展。相对于中医句段语篇的对比

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术语层面，尤其聚

焦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层面，包括中医基本理

论、藏象学说以及病因病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等。

近几年，典籍翻译研究越发受到关注，就《黄帝内

经》译文对比研究而言，约８４２％（３２篇）的文献聚
焦《黄帝内经·素问》前七章，且多为术语和个别语

句的对比分析，大段的篇章翻译分析研究很少。相

比《素问》，《灵枢》的翻译研究更少。《伤寒论》译本

的对比研究在文献数量、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均与《黄

帝内经》翻译研究有较大差距。此外，绝大多数研究

偏重微观层面，采取对比分析译例的方法，主要就翻

译价值判断（即是否是最佳译文）进行了较为广泛

的实用性研究，为翻译教学、实践和科研提供了很多

参考素材，具有较强的教学指导意义。

从近１０年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医翻译对比
研究还可在如下４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提升。
３１　加强系统性分类研究　不少学者尝试按照中
医学学科分类或某一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进行相对

系统的分类对比研究，如中医病机术语、中药名称功

效术语等［２６２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研究内容不

均衡，还有一些领域如针灸、推拿、养生气功术语的

规范化研究等尚有待学者进一步开拓。按照学科或

某一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性分类研究，有

利于总体把握现有的中医翻译研究成果，深化现有

研究，同时拓宽研究范围。目前的中医翻译对比研

究多是零散的，如果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系统性研究，

有利于促进中医翻译研究的整体协调发展。

３２　拓宽研究视角　中医翻译对比研究多为静态
研究，侧重分析词汇或句子的语法结构，比较用词的

语义内涵，通过对比译文指出汉英语言异同及相应

翻译方法。相对而言，针对译者翻译风格、翻译过程

的历时性动态研究和阐释性研究较为缺乏。中医翻

译对比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挖掘翻译学、语言学、文

献学的相关理论，拓宽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着

力促进理论探索。近年来，研究范围呈现扩大趋势，

如《红楼梦》《洗冤集录》等典籍中包含中医内容的

译文正日渐引起学者的关注［１４，１８］，更多中医相关典

籍有待研究者深入挖掘。

３３　改进研究方法　中医翻译对比研究多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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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鲜见定量研究。研究主要基于对中医术语标

准、中医典籍译本的对比，或重在挖掘中医学内涵、

解释说明术语或语句，或重在辨析译文词汇。近１０
年来，研究方法已由词汇层面逐渐扩展到句法层面，

更多的翻译理论或语料库等研究工具被应用于中医

翻译研究，但总体而言仍是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

较少。未来中医翻译对比研究可加强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定量的方法收集译例、统计数

据，再以逻辑推理、归纳总结的方法对中医翻译现象

进行抽象概括、宏观总结［２８］。未来可采用有声思维

方法或运用数字技术Ｔｒａｎｓｌｏｇ，加强对译者翻译过程
的研究，也可考虑结合问卷、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提

高研究信度，发表高质量论文。

３４　加强中医翻译理论建设　中医翻译存在重实
践轻理论的情况，许多中医术语翻译对比研究缺乏

相应理论依据。翻译理论是对翻译活动全面、系统

的认识，可以为读者提供理解翻译活动的理论框架、

解释翻译活动的思维方式和认识翻译活动的价值观

念，可以启发翻译活动者的思路并提供翻译策

略［２９］。随着中医翻译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者开始

采用翻译学和语言学等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出发点，

为中医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中医翻译理论

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加强中医翻译理论建

设，可以更加有效地指导和规范中医翻译实践。

近１０年来，中医翻译对比研究日益受到研究者
的关注。就中医翻译研究而言，挖掘原文内涵并正

确理解原文仍然是多数对比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

点，但只有投入更多精力，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由

点及面，改进研究方法，从微观研究上升至宏观研

究，加强理论建设，才能使中医翻译走上更加完善和

均衡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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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刘成，王小芳，朱建平，等．中医医史文献学基本名词术语英译研

究［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６）：２５６５２５６９．

［１６］黄勤，陈蕾．《红楼梦》中养生膳食品名英译探析———基于霍克

斯与杨宪益译本的对比［Ｊ］．中国科技翻译，２０１５，２８（３）：３９４２．

［１７］赵霞．新媒体环境下中医英译及对外传播策略探析［Ｊ］．国际中

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８（１２）：１０６０１０６４．

［１８］王彬．深化·浅化·删减：《洗冤集录》翻译中的中医文化过滤

［Ｊ］．中国翻译，２０１７，３８（３）：１０２１０７．

［１９］姚欣，王婷婷．《黄帝内经·素问》排比句英译法探析［Ｊ］．时珍

国医国药，２０１３，２４（２）：４７０４７２．

［２０］赵阳，施蕴中．《素问》音韵英译研究［Ｊ］．中西医结合学报，

２００９，７（４）：３８９３９１．

［２１］陈媛，李盛．阐释学在中医典籍英译的应用研究［Ｊ］．宁夏社会

科学，２０１５，３４（３）：１９０１９２．

［２２］郑鸿翔，张斌．阐释翻译学视域下《伤寒论》一词多义的英译研

究—以“热”字及相关词语为例［Ｊ］．西部中医药，２０１６，２９（５）：

１４２１４５．

［２３］惠佳蓓，张斌．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医典籍翻译［Ｊ］．医学与

哲学，２０１０，３１（１７）：６７６９．

［２４］杨瞞瞞．对《黄帝内经》两个英译本中部分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的

描述性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Ｊ］．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９（１２）：１１２１１３．

［２５］林亭秀，孙燕．《伤寒论》的英译发展与思考［Ｊ］．中医教育，

２０１０，２９（３）：２９３１．

［２６］杨兆瑜，都立澜，刘艾娟．四字格中医脾胃病机术语中动词的英

译对比研究［Ｊ］．国际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８（８）：７４１７４６．

［２７］涂雯，张晓枚，刘艾娟．中成药名英译基本问题及策略研究［Ｊ］．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９）：１３２０１３２５．

［２８］邵志洪．英汉微观对比研究３０年（１９７７～２００７）综述［Ｊ］．外国

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５）：４７５２．

［２９］穆雷，邹兵．翻译的定义及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Ｊ］．中

国翻译，２０１５，３６（３）：１８２４，１２８．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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