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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

!林生趣#

!!广州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科教科!广州 "#$$%""

摘要!医学英语属科技英语范畴!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有其显著性学科特征" 医学翻译是获取国外先进医疗信息的

重要手段!是一种跨语言的医学文化交流!并具有与之相应的翻译原则!医学翻译应准确完整地传递医学文化信息"

关键词!医学英语#翻译#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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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英语诞生于 F$ 世纪 "$ 年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产

物& 随着医学科技的迅速发展#医学英语日益发展起来& 语

言学家和医学科技人员对医学英语的词汇构成'语法结构'

表达方式及修辞手段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医学英语的发展&

#!医学英语的特点

医学英语属科技英语的一个分支#主要描述和讨论医学

科学事实#提交医学研究成果#传授医学知识等等& 医学英

语具有文字简练'内容明确'逻辑性强'结构严密'语言规范'

表达客观'文风质朴'文理清析'语气正式'被动语态多'专业

术语多#复杂长句多'很少使用人称等特点& 根据莱斯

!G+44"的文本类型分类#医学英语属于信息型文本(#)

&

F!医学英语的翻译原则

F(#!翻译的目的!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的以文字转换为手

段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中间环节#是尽可能保持原

文内容与风格的信息传递#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互交流#

沟通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使双方相互

理解& 因此#翻译成了一种传授知识'传播文化的工具#对促

进文化交流'增进人类相互了解与和平共处发挥了也将继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医学翻译就是医学科学信息的跨文化传播#目的在于介

绍国外先进的医学科技经验和技术#使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

进行医学科技文化交流&

F(F!翻译的原则!对于翻译的原则或标准#可谓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历来说法较多& 不少中外翻译家提出了各自

的主张$在东方#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不在形似而

在神似+#张培基的*忠实'通顺+

(F)

#范仲英的*使译文读者

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

#陈宏薇的*意义相符'

功能相似+

(H)

#柯平的*争取与原文最大限度的等值+

(")

#等

等%在西方#从泰特勒!)0+I/2,+9J(<:70+9"的三原则*译文应

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一致%译

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美国翻译家奈达!1@3+2+)(K-,/"的

*动态对等'功能对等+

(L)

#等等& 这些主张相互渗透'相互补

充#又各具特点#各有侧重& 原文体裁不同#在要求上有所差

异#但无论如何#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把原文完整而准确地

表达出来#不得任意歪曲'增删'遗漏'篡改& 同时译文必须

规范'通俗易懂#符合译入语民族的语言习惯& 在以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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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原则或标准中#奈达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更加注重

译文是否在保持原文信息的基础上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

使译文接受者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的信息#也即$

*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

的信息+ 要求#用一种符合译语习惯的方式表达源语信息#

达到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 翻译作为信息转换

和信息传递的手段#要为译文接受者服务#从接受者的角度

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奈达

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理论对于跨文化的翻译实践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要做

到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的#译文对等的程度取决于源语和译

语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差异越大#对等程度越低&

根据弗米尔!&/24P(N+9>++9"的目的论!;C8?8475+89:"#

翻译医学英语同翻译其它文本一样#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准

确传达原文的信息(Q)

& 译文必须概念清楚#数据无误'准确

规范#不折不扣传达原文的信息内容& 同时#译文还要照顾

译语的文化和行文习惯#要符合译语的语言规范#文理结构

通顺#不生硬晦涩& 翻译医学英语#既要有良好的中英文基

础及翻译技巧#还须有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

'!医学英语翻译中的文化阐释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产生于文化土壤的语言不仅是语

言的形式#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既是文化的产

物#又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与语言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语

言反映了其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风俗习惯'历史传

统'宗教信仰'心理意识'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 各民族心

理'思维和推理模式的不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文化不同#语

言的内涵及表达就不同& 文化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词

汇'句子'语篇& 其中#词汇与使用该语言国家的文化传统'

民族风情关系最为密切&

'(F!翻译的跨文化交际!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

译与文化的关系#早在 F$ 世纪 %$ 年代初#翻译界就出现了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既然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那么

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文化信息的传递& 翻译的文

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王宁在其所著的-文化翻

译与经典阐释.中从文化教育学的视角重新界定了翻译研

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指出$*未来文化研究的发展

道路#其中一条就是文化翻译#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

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操作#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

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一种文化教育的手段(M)

& 斯内尔

,霍恩比 ! ;2+00D&892A:"提出#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

动+

(%)

& 安德烈,勒菲弗尔!)2,9+0+6B+9+"认为翻译就是传

递文化(#$)

& 诺德!K89,"干脆用跨文化交际来代替*翻译+这

个术语(##)

& 苏珊,巴斯纳特!;@4/2 R/442+77"指出#翻译不

是发生在真空中#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跨文化

的传递过程(#F)

& 陈宏微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

跨社会的交际活动#她把语言比作文化的的血液#文化沿着

语言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而发展(#'##H)

& 萧立明认为翻译不仅

在于语际间的信息传递#也是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

&

翻译时#译者处理的是两种语言#面对的却是语言背后的不

同文化&

医学文本属信息型题材#医学词汇虽不及文学体裁中词

汇的文化内涵那么丰富多彩#但毫无疑问#医学翻译在传递

医学信息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医学文化信息

的一种跨社会传递&

'('!医学翻译中的文化阐释!一个民族的语言折射出其多

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之中的语言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 因此#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翻译必

然存在某种变异#这种变异体现在传递文化信息时灵活采取

的具体变通上& 翻译时#常会涉及到词汇'句子的增删等技

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文化差异使然& 为了准确地

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译者常会对原文作必要调整#并使用

符合译入语的习用语言结构方式来表达#将其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传递过去#如在下列翻译中对隐含的文化信息的传递&

例句$练习气功有利于健康

译文$S8-23T-3823#/2 /2.-+27U5-2+4++I+9.-4+#-4388, 689

8@95+/075

(#L)

(

分析$*气功+!T-3823"有很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原作

者写作的对象是与作者自己同一文化圈的人#他不自觉地假

定读者已具备了与自己同样的背景知识#对读者来说#很容

易理解#但对外国人则不一样& 翻译时#译者不能以原作者

的假定来推测生长在与原著完全不同文化圈的译文读者#他

们并不具备读懂文中内涵的背景信息& 为了有效地传达原

文#须先准确解析概念#再根据概念的确切所指将其译出#同

时顾及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将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减小到最

低程度& 因此#翻译时#为了使译文读者能看得懂#语言形式

有了改变#增加了一个同位语补充说明*气功+所蕴含的文化

内容#译文实现了正确传达信息的功能& 实际上#任何形式

的翻译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对原文某种形式的注解#根本无

法与原文实现风格'内涵和用词完全的对应& 意义的对等在

翻译时居于核心的地位#当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难以兼顾

时#舍前者而取后者& 傅仲选说#*译文犹如新瓶装旧酒& 旧

酒#就是原文的内容%新瓶#就是译语的形式& 译语的形式与

原语的形式有本质的差别+

(#Q)

& 为了达到原文与译文的动

态统一#奈达提出了三种翻译方法$第一#译者直接使用与原

文功能相等的词#必要时可在注释中加以补充%第二#借用原

文的词#在原词上适当增加说明性的词语%第三#用说明性的

词语翻译某些词& 在保持语义对等的前提下调整源语的形

式#既重视对源语信息的忠实#又注意符合译入语规范和习

惯#既强调译语和源语在信息上的尽可能相似#也不排斥翻

译的外来色彩& 动态对等的翻译给了译者更多的灵活性和

变通余地#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意义与精神内涵#产生与原

文读者阅读原著时所产生的同样的感受&

语言之间的差异常使翻译者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过于

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的魅力#要么拘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

的风采& 有时#为了顾及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为了便于读

者理解#可将较为流行的说法以括号的形式附于之后& 正如

曹碧茵所主张$翻译医学英语时#若使用音译#可注明汉字#

,$%,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F$$% 年第 F# 卷第 ' 期

http://www.ajutcm.com



!

!

学
术
广
角
!

让懂汉语的人一看就明白#不懂汉语的人既理解了内容#又

了解形式#帮助那些对中文感兴趣的外国人加深理解'学习

中文(#M)

& 如$

例句$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

译文$V2 75+&/2 S:2/47:!汉代"#W5/23X5823Y-23!张仲

景"#/2 8@747/2,-23?5:4-.-/2#=987+<9+/7-4+861I83+28@4J+D

A9-0+/2, *-4.+00/2+8@4S-4+/4+!-伤寒杂病论.

(#%)

&

分析$这个译文考虑了相关的时代背景#因为原文是写

给中国人看的#对张仲景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很清楚#但对

不谙中国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外国读者则要考虑到文化与时

代背景信息& 翻译时#增加了V2 75+&/2 S:2/47:!'9, .+27@9:

)S"及/2 8@747/2,-23?5:4-.-/2的背景知识#同时以括号形式

注明汉字#从准确转达原文信息的要求出发#补充这样的信

息非常必要#对于读者完整了解和把握原文内涵是至关重要

的& 因此#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绝不意味着把原文机械地硬

译出来#要准确地再现原文#译文不可避免地就有所增减#增

加字里行间暗含的信息#减少译文中可有可无的字#但是增

词不能增意#减词不能减意&

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有其独特之处#有些名称或术语常

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空缺& 如中华民族有些东西#在译入语国

家是空缺的#这时可采取名从主人的方法#如$真气!3+2@-2+D

T-"#心气!5+/97DT-"

(F$)

& 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的含义范围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英语中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现象相当普

遍#并且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如$汉语中的*冻得发紫+#在英语里用 A0@+!而不用B-80+7"&

有好些英语词汇可按其发音译成汉语#如$98+273+2!伦

琴"#Z@-2-2+!奎宁"#)4?-9-2!阿司匹林"#458.C !休克"#U827D

/.!康泰克"& 有些汉字则可根据汉语拼音来译#如$阴

!:-2"#阳!:/23"等#已被英语吸收& 对有些词#还需采取音

译加意义词来译#如$G-7/0-2!利他林"#A/2,/3+!绷带"#[+3D

/082!利肝隆"#E+A-0-2!胃必灵"& 译成中文后#既表意又表

音#可谓妙笔生花& 但音译决不可滥译#好的音译将有助于

医学翻译的发展#音译将随着医学的发展与进步继续发挥着

作用&

在翻译这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译者总是竭力在原文

和译文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求得平衡#有些表示术语形象的字

母或单词#可译成汉语中的表示其形象的字眼或保留其原来

的字母& 如$\D9-23!\形环"#<D9+47!<字刀架"#]D9/:!]射

线"&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接纳#很多富有鲜明的汉

语言民族文化色彩的翻译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

*时间就是金钱+!<->+-4>82+:"#*丢脸+!78084+6/.+"#*纸

老虎+!?/?+97-3+9"#*好久不见+ ![8237->+284++"等#原是

不合语法的洋泾浜英语#但经西方人模仿后#在英语口语中

逐渐被接受#现在有些英美人都开始说*[8237->+284+++

了#很具有中国特色& 另一方面#好些外来语也已融入汉语

体系#如$ /47-.CD/2,D./9987?80-.:!胡萝卜加大棒政策"#*48@9

39/?+4+!酸葡萄"等& 好的翻译会做到带点外国语味的本国

菜#失掉一些好处#也添了一些好处#但聊胜于无&

H!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益

频繁#对从事翻译的人员来说#如何引导译文读者接受异族

文化#如何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由

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和使用习惯上的差异#翻译必须

根据具体情况作灵活处理#在保存原文信息的基础上改变形

式#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做到文化顺畅地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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