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6月第29卷第6期 June.2023 Vol.29 No.6

翻 译

翻译美学视角下《伤寒论》重言词
英译方法对比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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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伤寒论》中4个重要的重言词作为研究对象，以翻译美学为理论框架，对比分析魏迺杰译本

Sh佟ng H佗n L俅n（On Cold Damage）、罗希文译本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Shang Han Lun）、李照国

译本On Cold Damage中重言词的不同英译方法，剖析译者的翻译审美心理机制，阐释翻译审美再现的过程。魏迺

杰译本和李照国译本善于采用直译法和增译法使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传达的审美信息保持基本一致，

罗希文译本善于采用意译法使译文更符合目的语读者语言习惯的审美要求。对于具有相似逻辑关系的重言词，魏

迺杰译本采用合译法使译文实现缩其“形”、表其“意”的简洁效果。为实现重言词韵律和蕴涵的美学再现，译者

要准确地把握重言词的审美信息，客观地进行审美判断，合理运用省译法，最大限度地实现重言词原文和译文

的翻译对等。

[关键词] 重言词；《伤寒论》；翻译美学；审美再现；英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R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3）06-0232-05

DOI：10.13862/j.cn43-1446/r.2023.06.049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ethods of

Reduplications in Sh佟ng H佗n L俅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bstract] With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elected 4 reduplications as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d three translators'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 translation and explained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by comparing translation methods of reduplications in Sh佟ng H佗n L俅n (On Cold Damage)

translated by Nigel Wisema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 translated by LUO

Xiwen and On Cold Damage translated by LI Zhaoguo. Nigel Wiseman and LI Zhaoguo adopte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dditional translation to keep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translated text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esthetic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the original text. LUO Xiwen adopted free translation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meet aesthet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rget readers' language habits. For the reduplications with similar logical relations, Nigel

Wiseman adopted the combined translation method to achieve the concise effect by reducing the "form" and

expr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rhythm and

implication of the reduplications, translators should accurately grasp the aesthetic information of reduplications,

objectively make aesthetic judgments, reasonably make use of omission in translation and maximize the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Keywords] reduplicated words; Sh佟ng H佗n L俅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methods

引 用 ： 王 晓 璐 ， 丁 杨 ， 孔 祥 国 . 翻 译 美 学 视 角 下 《 伤 寒 论 》 重 言 词 英 译 方 法 对 比 探 究 [J]. 中 医 药

导 报 ,2023,29(6):232-236.

*基金项目：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YETP0812）

通信作者：孔祥国，E-mail：13810283596@163.com

《 伤 寒 论 》 为 第 一 部 融 理 法 方 药 为 一 体 的 辨 证 论 治 的 医

学 著 作 ， 其 英 译 对 于 中 医 药 文 化 传 播 与 国 际 交 流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重 言 词 作 为 中 医 典 籍 的 语 言 风 格 之 一 ， 在 《 伤 寒 论 》 中 频

繁 出 现 ， 但 目 前 重 言 词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文 学 类 著 作 中 且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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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在 汉 语 研 究 领 域 ， 中 医 典 籍 的 重 言 词 及 其 英 译 研 究 相 对

较 少 。 中 医 典 籍 重 言 词 的 英 译 研 究 还 处 于 初 步 探 索 阶 段 。 作

为 译 学 与 美 学 结 合 的 产 物 ， 翻 译 美 学 是 中 国 翻 译 理 论 的 特 色

之 一 ， 其 以 一 种 全 新 的 视 角 指 导 着 翻 译 的 研 究 和 实 践 。 为 此 ，

本 研 究 将 基 于 翻 译 美 学 的 视 角 对 《 伤 寒 论 》 中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进 行 研 究 分 析 ， 旨 在 拓 展 《 伤 寒 论 》 英 译 研 究 的 维 度 ， 引 起 学

者 对 重 言 词 翻 译 的 重 视 ， 并 力 图 再 现 中 医 典 籍 的 美 学 意 蕴 ，

为 翻 译 美 学 视 角 下 中 医 典 籍 的 英 译 研 究 提 供 参 考 。

1 重言词概述

1.1 重言词的定义 重 言 词 是 由 2 个 或 2 个 以 上 相 同 的 音 节

构 成 的 双 音 节 词 或 四 音 节 词 [1]， 又 称 “ 叠 （ 迭 ） 字 ” ， 也 称 “ 叠

（ 迭 ） 音 词 ” 或 “ 复 字 ” 等 。 根 据 单 音 字 意 义 与 重 叠 后 的 重 言 词

的 意 义 有 无 联 系 ， 重 言 词 可 分 为 叠 音 单 纯 词 和 叠 音 合 成 词 [2]。

叠 音 单 纯 词 即 构 成 叠 音 词 的 单 个 音 节 本 没 有 指 定 的 意 义 ， 需

叠 用 后 才 表 达 具 体 的 含 义 ； 叠 音 合 成 词 即 构 成 叠 音 词 的 单 个

音 节 不 重 叠 也 能 表 达 特 定 的 含 义 。

1.2 重言词的形式 从 构 词 法 的 角 度 分 类 ， 重 言 词 按 照 结 构

形 式 分 为 AA 式 、 AABB 式 及 其 衍 生 的 ABB 式 、 AAB 式 、 ABAB

式 。 在 中 医 典 籍 中 ， AA 式 重 言 词 是 最 为 普 遍 的 一 种 [3]。 AA 式 重

言 词 在 中 医 典 籍 中 时 常 出 现 ， 如 《 素 问 · 脉 要 精 微 论 篇 》 中 的

“ 浑 浑 革 革 至 如 涌 泉 ， 病 进 而 危 ； 弊 弊 绰 绰 其 去 如 弦 绝 者 死 ” ，

以 及 《 本 草 纲 目 · 草 部 第 十 四 卷 》 中 的 “ 每 服 三 钱 ， 水 一 盏 ， 煎

令 泣 泣 欲 干 ， 投 酒 一 盏 ” 。

2 翻译美学概述

作 为 翻 译 学 与 美 学 相 结 合 的 产 物 ， 翻 译 美 学 用 以 探 究 翻

译 研 究 的 美 学 渊 源 和 探 索 美 学 对 翻 译 研 究 的 特 殊 意 义 [4]。 翻

译 美 学 是 从 美 学 的 角 度 理 解 翻 译 的 科 学 性 和 艺 术 性 ， 运 用 美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提 出 翻 译 不 同 文 本 的 美 学 标 准 ， 并 分 析 、 解 释

和 解 决 语 际 转 换 中 的 美 学 问 题 [5]。 翻 译 美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是 翻

译 的 审 美 主 体 和 审 美 客 体 、 翻 译 的 审 美 心 理 、 审 美 标 准 和 审

美 再 现 等 。

2.1 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 翻 译 美 学 可 以 概 括 为 对 审 美 主

体 、 审 美 客 体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的 分 析 。 审 美 主 体 是 对 审 美 客 体

进 行 审 美 活 动 的 人 ， 即 译 者 和 读 者 ； 审 美 客 体 是 审 美 主 体 的

审 美 活 动 所 作 用 的 客 观 事 物 ， 即 翻 译 的 原 文 和 译 文 。 审 美 主

体 对 客 体 的 作 用 过 程 可 以 概 括 为 ： 主 体 首 先 调 动 审 美 心 理 因

素 ， 欣 赏 客 体 的 审 美 信 息 ， 进 行 审 美 判 断 ， 然 后 进 行 审 美 再

现 ， 最 后 进 行 符 合 审 美 标 准 的 译 文 [5]。

2.2 翻译审美心理机制 在 翻 译 的 审 美 过 程 中 ， 审 美 主 体 应

该 通 过 审 美 心 理 机 制 来 判 断 审 美 客 体 的 审 美 价 值 。 翻 译 美 学

的 审 美 心 理 机 制 分 为 4 个 层 次 ： 感 知 、 想 象 、 理 解 和 再 现 [6]。 感

知 以 直 觉 为 特 征 ， 感 知 过 程 是 翻 译 审 美 主 体 对 源 语 审 美 信 息

的 感 受 ； 想 象 是 译 者 的 积 极 联 想 或 想 象 ， 其 目 的 是 实 现 对 原

文 的 准 确 理 解 、 促 进 审 美 主 体 与 审 美 客 体 之 间 的 有 效 沟 通 ；

理 解 是 译 者 对 原 文 信 息 深 层 含 义 的 深 入 理 解 和 学 习 ， 理 解 往

往 是 对 原 文 内 涵 的 认 知 ； 再 现 标 志 着 翻 译 审 美 过 程 的 结 束 ，

再 现 的 结 果 就 是 译 文 的 形 成 ， 再 现 为 译 文 的 产 出 奠 定 了 基 础

且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留 了 原 文 的 美 [7]。

3 《伤寒论》中的重言词及其审美构成

3.1 《伤寒论》中重言词的分类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分 类

标 准 有 很 多 。 如 按 照 结 构 形 式 分 类 ，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有

AA 式 、 AAB 式 、 ABB 式 3 种 [8]。 其 中 AA 式 重 言 词 在 《 伤 寒 论 》 中

比 较 常 见 ， 如 ： “ 嘿 嘿 不 欲 饮 食 ” 中 的 “ 嘿 嘿 ” ， “ 呕 不 止 ， 心 下

急 ， 郁 郁 微 烦 者 ” 中 的 “ 郁 郁 ” 。 AAB 和 ABB 式 重 言 词 在 《 伤 寒

论 》 中 出 现 次 数 不 多 ， 如 ： “ 而 反 汗 出 濈 濈 然 者 ” 中 的 “ 濈 濈

然 ” ， “ 身 为 振 振 揺 者 ” 中 的 “ 振 振 揺 ” ， “ 表 解 而 不 了 了 者 ” 中 的

“ 不 了 了 ” ，“ 太 阳 病 ， 项 背 强 几 几 ” 中 的 “ 强 几 几 ” 。

按 照 词 性 分 类 ， 重 言 词 多 数 为 形 容 词 ， 如 ： “ 少 少 温 服 之 ”

中 的 “ 少 少 ” ， “ 郁 郁 微 烦 者 ” 中 的 “ 郁 郁 ” 。 除 了 形 容 词 ，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也 有 少 数 名 词 和 动 词 的 词 性 。 但 是 一 经 重 叠 ，

这 些 词 性 活 用 成 形 容 词 的 性 质 [9]。 “ 蒸 蒸 发 热 ” 中 “ 蒸 ” 原 本 是

动 词 词 性 ， 重 叠 之 后 失 去 了 动 词 词 性 ， 变 成 了 形 容 词 ， 形 容 如

热 气 蒸 腾 。 “ 脉 绵 绵 如 泻 漆 之 绝 者 ” 中 的 “ 绵 ” 原 本 是 名 词 词

性 ， 重 叠 之 后 转 成 了 形 容 词 ， 表 示 脉 之 沉 而 无 力 。

按 照 定 义 分 类 ，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既 有 叠 音 单 纯 词 ，

也 有 叠 音 合 成 词 。 如 ： “ 少 少 温 服 之 ” 中 的 “ 少 少 ” 属 于 叠 音 合

成 词 ， 重 叠 之 后 词 义 没 有 发 生 改 变 ， 只 是 强 调 意 味 变 浓 ； “ 淅

淅 恶 风 ” 中 的 “ 淅 淅 ” 属 于 叠 音 单 纯 词 ， “ 淅 ” 本 来 的 词 义 为 淘

米 ， 重 叠 之 后 表 示 “ 如 寒 风 冷 雨 浸 淋 身 体 一 样 ” 。

3.2 《伤寒论》中重言词的功能

3.2.1 语 法 功 能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多 由 形 容 词 、 动 词 、

名 词 重 叠 而 成 ， 其 语 法 功 能 在 句 中 充 当 状 语 、 补 语 、 谓 语 、 宾

语 、 定 语 等 句 子 成 分 [10]。 如 “ 啬 啬 恶 寒 ” 中 的 “ 啬 啬 ” 在 句 子 中 作

状 语 ， 表 示 恶 寒 畏 缩 的 程 度 ， 修 饰 病 人 患 太 阳 中 风 证 时 怕 冷

的 症 状 特 征 。 “ 久 不 了 了 ” 中 的 “ 不 了 了 ” 在 句 子 中 作 谓 语 ， 表

示 病 情 结 束 ， 得 到 缓 解 ； 且 “ 久 不 了 了 ” 表 示 病 情 很 久 没 有 得

到 缓 解 。 “ 汗 出 濈 濈 然 者 ” 中 的 “ 濈 濈 然 ” 在 句 子 中 作 补 语 ， 补

充 说 明 出 汗 时 的 状 态 ， 形 容 热 而 汗 出 连 绵 不 断 的 样 子 。 “ 尚 微

烦 不 了 了 者 ” 中 的 “ 不 了 了 ” 在 句 子 中 作 定 语 ， 修 饰 阳 明 病 患

者 ， 表 示 病 情 没 得 到 缓 解 的 人 。 “ 目 中 不 了 了 ” 中 的 “ 不 了 了 ”

在 句 子 做 宾 语 ， 其 主 语 是 患 者 眼 睛 ， 表 示 患 者 视 物 不 清 。

3.2.2 修 辞 功 能 重 言 是 一 种 修 辞 手 法 ， 具 有 修 辞 功 能 。 重

言 是 利 用 叠 字 、 叠 词 在 诗 文 中 摹 声 或 摹 状 的 修 辞 方 法 ， 它 以

音 节 的 恰 当 重 复 给 人 造 成 强 烈 的 印 象 和 深 刻 的 感 受 [11]。 重 言

词 的 运 用 ， 使 句 子 形 式 上 对 仗 整 齐 ， 韵 律 上 节 奏 明 快 ， 增 强 了

语 言 的 表 现 力 ， 可 起 到 强 调 的 修 辞 效 果 。 此 外 ， 重 言 词 的 描 述

形 象 生 动 。 重 言 词 用 来 描 绘 各 种 形 态 ， 能 准 确 形 象 地 反 映 客

观 事 物 的 实 际 情 况 ， 表 达 细 腻 真 挚 的 情 感 。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根 据 其 修 辞 功 能 分 为 修 饰 中 医 症

状 类 、 修 饰 患 者 形 态 类 、 修 饰 服 药 与 护 理 措 施 类 、 修 饰 病 情 变

化 类 等 [12]。 如 ： “ 休 作 有 时 ， 嘿 嘿 不 欲 饮 食 ” 中 的 “ 嘿 嘿 ” 具 有 描

述 症 状 的 功 能 ， 描 述 了 气 血 不 足 ， 外 邪 侵 入 时 机 体 少 言 懒 语 、

进 食 无 欲 无 求 的 症 状 特 征 ； “ 发 汗 则 动 经 ， 身 为 振 振 揺 者 ” 中

“ 振 振 摇 ” 用 来 描 述 患 者 形 态 ， 即 伤 寒 病 人 经 过 吐 法 或 下 法 的

治 疗 以 后 ， 感 觉 胃 脘 部 气 逆 闷 满 ， 起 立 时 头 目 眩 晕 ， 若 再 用 汗

法 就 会 影 响 经 脉 ， 发 生 身 体 振 动 摇 摆 ； “ 少 少 温 服 之 ” 中 的 “ 少

少 ” 表 示 用 药 剂 量 宜 少 ； “ 渴 欲 饮 水 ， 少 少 与 之 ” 中 的 “ 少 少 ” 表

示 护 理 措 施 应 该 得 当 ， 让 患 者 饮 用 少 量 的 水 。

3.3 《伤寒论》中重言词的审美构成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具 有 韵 律 美 和 蕴 涵 美 。

3.3.1 韵 律 美 重 言 词 具 有 音 韵 优 美 、 节 奏 感 强 的 特 点 ， 阅 读

起 来 朗 朗 上 口 ， 使 人 在 视 觉 和 听 觉 上 产 生 愉 悦 的 心 理 反 应 。 重

言 词 可 给 语 言 带 来 音 乐 美 [13]， 在 《 伤 寒 论 》 中 得 到 了 广 泛 使 用 。

如 “ 啬 啬 恶 寒 ， 淅 淅 恶 风 ， 翕 翕 发 热 ” 中 3 个 AA 式 重 言 词 对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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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 恶 风 和 发 热 症 状 的 程 度 进 行 描 写 ， 结 构 对 称 ， 节 奏 整 齐 。

3.3.2 蕴 涵 美 重 言 词 具 有 蕴 涵 之 美 。 在 对 审 美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的 时 候 ， 译 者 不 仅 要 注 重 语 言 外 在 的 形 式 美 ， 还 要 注 重 重

言 词 本 身 的 蕴 涵 ， 不 然 就 会 使 译 文 变 得 索 然 无 味 。 重 言 词 所

在 的 句 子 语 意 鲜 明 突 出 ， 情 感 描 写 细 腻 。 此 外 ， 重 言 词 具 有 不

同 的 词 性 ， 在 描 述 疾 病 症 状 乃 至 患 者 神 态 时 具 有 形 象 生 动 、

意 象 深 刻 的 特 点 ， 为 此 重 言 词 成 为 中 医 语 言 的 一 大 特 色 。 如

“ 项 背 强 几 几 ” 形 象 地 描 摹 了 患 者 背 部 僵 硬 的 症 状 ， “ 身 为 振

振 摇 ” 生 动 地 描 摹 了 患 者 站 立 不 稳 的 形 态 。

4 《伤寒论》中重言词的英译方法对比分析

《 伤 寒 论 》 中 的 重 言 词 有 着 极 高 的 美 学 价 值 。 本 研 究 旨 在

挖 掘 《 伤 寒 论 》 原 文 及 译 文 中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构 成 ， 进 而 剖 析 译

者 翻 译 审 美 心 理 机 制 的 运 行 过 程 ， 阐 释 重 言 词 翻 译 审 美 再 现

的 过 程 。 本 研 究 以 上 海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编 著 的 《 伤 寒 论 译 释 》 （ 2010年 第 四 版 ） [14]作 为 研 究 的 汉 语 文

本 ， 从 修 饰 中 医 症 状 类 、 修 饰 患 者 形 态 类 、 修 饰 服 药 与 护 理 措

施 类 、 修 饰 病 情 变 化 类 中 选 取 重 言 词 ， 在 翻 译 美 学 的 相 关 理

论 指 导 下 ， 分 析 魏 迺 杰 （ Nigel Wiseman） 的 Sh佟ng H佗n L俅n

（ On Cold Damage） （ 1999版 ， 简 称 “ 魏 本 ” ） [15]、 罗 希 文 的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 （ 2007版 ，

简 称 “ 罗 本 ” ） [16]、 李 照 国 的 On Cold Damage（ 2016 版 ， 简 称 “ 李

本 ” ） [17]3 个 译 本 中 4 个 重 言 词 英 译 的 处 理 方 式 ， 总 结 各 译 者 为

实 现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再 现 选 取 的 英 译 方 法 ， 实 现 《 伤 寒 论 》 重

言 词 英 译 的 审 美 要 求 。

4.1 修饰中医症状类 修 饰 症 状 的 重 言 词 为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

4.1.1 重 言 词 内 涵 “ 啬 啬 恶 寒 ， 淅 淅 恶 风 ， 翕 翕 发 热 ， 鼻 鸣

干 呕 者 ， 桂 枝 汤 主 之 ” 选 自 《 伤 寒 论 · 辨 太 阳 病 脉 证 并 治 上 》 第

12 条 。 本 句 释 义 为 ： 太 阳 中 风 证 ， 脉 象 寸 浮 而 尺 弱 ， 寸 脉 浮 的 ，

自 有 发 热 ， 尺 脉 弱 的 ， 自 会 汗 出 。 患 者 啬 啬 然 恶 寒 ， 淅 淅 然 恶

风 ， 发 热 好 像 皮 毛 披 覆 在 身 上 一 样 ， 并 伴 有 鼻 息 鸣 响 和 干 呕

等 症 状 ， 可 用 桂 枝 汤 主 治 [14]。 其 中 “ 啬 啬 ” 表 示 畏 怯 貌 ， 形 容 恶

寒 畏 缩 的 状 态 。 “ 淅 淅 ” 表 示 风 声 ， 洒 淅 不 宣 ， 形 容 如 冷 雨 凉 风

侵 入 肌 肤 的 感 觉 。 “ 翕 翕 发 热 ” 形 容 发 热 的 轻 浅 ， 患 者 感 觉 像

羽 毛 披 覆 在 身 上 一 样 。

4.1.2 英 译 方 法 对 比 分 析 3 个 译 本 中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英 译 见 表 1 。

李 本 和 魏 本 借 助 增 译 法 提 高 了 对 医 古 文 的 理 解 ， 更 好 地

掌 握 了 《 伤 寒 论 》 重 言 词 所 在 句 子 的 内 涵 。 在 确 保 译 文 和 原 文

审 美 信 息 传 达 不 变 的 基 础 上 ， 在 译 文 中 适 当 地 增 加 关 联 词 ，

可 提 升 译 文 审 美 再 现 的 流 畅 性 ， 而 且 适 当 给 译 文 增 加 主 语 ，

有 利 于 保 留 译 文 的 完 整 性 [18]。 此 外 ， 李 本 和 魏 本 译 文 具 有 客 观

简 练 规 范 的 特 点 。 两 者 采 用 直 译 法 不 仅 保 留 了 原 文 的 结 构 形

式 ， 内 容 上 也 最 大 限 度 地 实 现 了 原 文 和 译 文 的 翻 译 对 等 ， 使

得 原 文 中 的 韵 律 美 和 蕴 涵 美 在 译 文 中 达 成 了 审 美 再 现 ， 从 而

使 译 文 与 原 文 的 美 学 价 值 得 以 体 现 。 在 直 译 和 增 译 的 基 础 上 ，

魏 本 采 用 合 译 法 把 3 个 具 有 相 似 逻 辑 关 系 的 重 言 词 视 为 一 个

整 体 ，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把 它 们 合 并 起 来 ， 达 到 了 译 文 的 简 洁 效

果 ， 从 而 缩 其 “ 形 ” 表 其 “ 意 ” 。 罗 本 采 取 了 意 译 法 ， 通 过 改 变 原

文 的 结 构 ， 将 其 翻 译 为 容 易 被 目 的 语 读 者 接 受 的 语 言 。 这 是

一 种 符 合 读 者 审 美 需 求 的 归 化 翻 译 策 略 。 但 少 数 词 的 选 择 还

有 待 考 究 ， 李 本 和 罗 本 中 用 “ nauseous” 和 “ nausea ” 表 示 “ 干

呕 ” 。 《 诸 病 源 候 论 · 呕 哕 病 诸 候 》 记 载 ： “ 干 呕 者 ， 胃 气 逆 故 也 。

但 呕 而 欲 吐 ， 吐 而 无 所 出 ， 故 谓 之 干 呕 。 ” 干 呕 是 只 有 呕 吐 的

声 音 和 动 作 ， 并 无 食 物 吐 出 。 “ nauseous” 和 “ nausea ” 表 示 恶 心

呕 吐 ， 不 完 全 等 于 干 呕 ， 故 李 本 和 罗 本 选 词 还 需 更 准 确 。 魏 本

中 用 “ retching ” 表 示 “ 干 呕 ” 。 《 牛 津 高 阶 英 汉 双 解 词 典 》 中

“ retching ” 的 解 释 为 ： “ to make sounds and movements as if

you are vomiting although you do not actually do so” 。 故 魏 本

用 “ retching ” 更 贴 切 。

句 中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3 个 重 言 词 用 来 描 述 症 状 的 表

现 特 征 。 从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细 节 来 看 ， 魏 本 在 进 行 翻 译 活 动 时 ，

感 受 到 了 原 文 中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的 韵 律 之 美 ， 原 文 结 构

对 称 ， 节 奏 整 齐 ， 令 人 愉 悦 。 为 此 ， 魏 本 使 用 了 压 尾 韵 的 方 法 [11]。

其 译 文 富 有 韵 律 ， 表 现 出 了 形 式 上 的 重 叠 和 对 称 ， 使 英 文 也

有 一 种 强 调 对 称 的 感 觉 。 魏 本 通 过 积 极 地 联 想 ， 对 原 文 中 太

阳 中 风 证 的 脉 证 特 点 进 行 准 确 理 解 ， 进 而 对 寸 浮 而 尺 弱 脉 象

患 者 的 症 状 有 清 晰 认 知 ， 实 现 了 原 文 审 美 信 息 的 审 美 再 现 。

“ huddled aversion to cold” 描 写 出 了 恶 寒 畏 缩 的 状 态 ， “ wetted

aversion to wind ” 体 现 了 冷 雨 凉 风 侵 入 肌 肤 的 感 觉 ， “ feather-

warm heat effusion” 更 是 展 示 出 了 如 羽 毛 披 覆 在 身 上 的 发 热 的

程 度 。 魏 本 用 3 个 并 列 结 构 来 表 达 恶 寒 、 恶 风 及 发 热 的 程 度 ，

既 忠 实 于 原 文 ， 清 楚 地 表 达 原 文 含 义 ， 又 有 助 于 读 者 更 好 地

理 解 接 受 。 李 本 和 罗 本 在 感 知 阶 段 忽 略 了 重 言 词 的 蕴 涵 之 美 ，

译 文 中 没 有 呈 现 3 个 重 言 词 在 描 述 疾 病 症 状 时 深 刻 的 意 象 ，

最 终 在 审 美 再 现 阶 段 直 接 省 略 了 部 分 重 言 词 描 述 症 状 的 关

键 性 信 息 ， 如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3 个 重 言 词 隐 含 的 重 要 释

义 没 有 翻 译 出 来 ， 使 译 文 与 原 文 译 释 的 内 容 有 了 较 大 的 转 变 。

此 外 ， 除 去 重 言 词 翻 译 的 省 略 ， 李 本 将 原 文 中 的 “ 淅 淅 恶 风 ”

译 为 “ 恶 寒 ” ， 故 在 “ 淅 淅 恶 风 ” 这 个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中 ， 李 本 向

读 者 传 递 的 信 息 不 够 准 确 。

综 上 所 述 ， 魏 本 对 “ 啬 啬 ” “ 淅 淅 ” “ 翕 翕 ” 的 释 义 挖 掘 较

深 ， 能 够 在 译 文 中 保 持 中 医 概 念 的 整 体 性 ， 体 现 了 其 以 原 文

为 导 向 的 中 医 翻 译 理 念 。 文 中 的 重 言 词 有 利 于 确 切 掌 握 某 些

症 状 的 表 现 特 征 ， 为 准 确 诊 断 病 情 提 供 重 要 依 据 。 因 此 ， 罗 本

和 李 本 中 采 用 重 言 词 的 省 译 法 还 有 待 考 究 。 就 此 例 而 言 ， 魏

本 能 够 更 好 实 现 该 句 3 个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再 现 。 此 外 ， 李 本 和 罗

本 对 “ 干 呕 ” 的 选 词 还 有 待 考 究 。

4.2 修饰患者形态类 修 饰 患 者 形 态 的 重 言 词 为 “ 缘 缘 ” 。

4.2.1 重 言 词 内 涵 “ 设 面 色 缘 缘 正 赤 者 ， 阳 气 怫 郁 在 表 ， 当

解 之 熏 之 ” 选 自 《 伤 寒 论 · 辨 太 阳 病 脉 证 并 治 中 》 第 48 条 。 本 句

释 义 为 ： 假 使 病 人 的 面 色 不 断 发 红 ， 是 阳 气 遏 郁 在 表 ， 应 当 用

表 1 “啬啬”“淅淅”“翕翕”英译

版 本 啬 啬 恶 寒 ， 淅 淅 恶 风 ， 翕 翕 发 热 ， 鼻 鸣 干 呕 者 ， 桂 枝 汤 主 之

李 本 [The patient with] severe cold, aversion to cold and fever [as well as] snoring and nausea can be treated by Guizhi Decoction (桂 枝 汤 ,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罗 本 Prescribe 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 when the patient feels chill and fears wind, uneasy because of a fever, nauseous and with a tendency to snore.

魏 本 If [there is] huddled aversion to cold, wetted aversion to wind, feather-warm heat effusion, noisy nose, and dry retching,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gui zhi tang) gov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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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 法 解 除 [14]。 其 中 “ 缘 缘 ” 中 的 “ 缘 ” 音 “ 元 ” ， 在 本 句 中 作 状 语 ，

表 示 “ 连 续 不 断 地 ” 。

4.2.2 英 译 方 法 对 比 分 析 3个 译 本 中 “ 缘 缘 ” 的 英 译 见 表 2。

李 本 和 魏 本 均 采 用 直 译 法 ， 魏 本 译 文 呈 现 的 形 式 和 内 容

与 原 文 传 达 的 信 息 保 持 基 本 一 致 。 魏 本 译 文 更 加 简 洁 、 规 范

和 通 顺 ， 基 本 实 现 了 原 文 审 美 信 息 在 译 文 的 审 美 再 现 。 在 直

译 的 基 础 上 ， 李 本 也 运 用 增 译 法 把 译 文 补 充 更 加 完 整 ， 并 用

括 号 标 记 出 来 ， 使 得 译 文 前 后 更 加 有 衔 接 性 ， 便 于 帮 助 读 者

了 解 患 者 “ 面 色 缘 缘 ” 病 态 的 发 病 原 因 ， 即 太 阳 伤 寒 发 汗 之

后 ， 汗 出 不 畅 ， 表 寒 末 去 ， 发 汗 剂 徒 增 其 热 ， 致 使 太 阳 表 证 之

热 更 甚 ， 高 热 郁 结 在 表 ， 脸 色 发 红 ， 热 象 明 显 [14]。 “ 阳 气 怫 郁 在

表 ” 最 终 成 为 “ 热 邪 ” ， 故 原 文 中 “ 阳 气 ” 并 不 是 指 一 身 之 气 中

具 有 温 热 、 兴 奋 特 性 的 人 体 内 的 极 细 微 物 质 和 能 量 。 李 本 中

“ 阳 气 ” 的 翻 译 呈 现 出 真 正 的 蕴 涵 ，“ pathogenic factors” 体 现 了

“ 阳 气 ” 之 邪 的 特 质 。 魏 本 采 用 直 译 和 音 译 的 方 法 把 “ 阳 气 ” 翻

译 成 “ yang qi” ， 没 有 体 现 出 高 热 郁 结 在 表 的 隐 义 ， 容 易 让 目

的 语 读 者 产 生 误 解 。 罗 本 采 用 意 译 法 ， 改 变 了 原 文 的 语 法 结

构 ， 得 出 更 符 合 目 的 语 读 者 语 言 习 惯 的 译 文 ， 能 突 出 原 文 的

关 键 信 息 [19]， 便 于 读 者 理 解 。 其 将 “ 阳 气 ” 译 为 “ Heat” ， 传 达 了

正 确 的 病 机 信 息 。

该 句 用 重 言 词 “ 缘 缘 ” 来 描 述 患 者 患 病 的 形 态 ， 即 患 者 的

太 阳 表 证 未 解 ， 导 致 患 者 面 色 持 续 不 断 地 发 红 。 从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细 节 来 看 ， 魏 本 对 “ 缘 缘 ” 展 开 积 极 联 想 ， 理 解 患 者 面 部

持 续 不 断 地 发 红 是 因 为 太 阳 表 证 未 退 ， 因 此 其 译 文 与 原 文 在

内 容 上 保 持 了 一 致 ， 保 留 了 “ 缘 缘 ” 的 蕴 涵 ， 翻 译 成 “ continu原

ously” 。 李 本 和 罗 本 并 没 有 深 度 挖 掘 并 感 受 “ 缘 缘 ” 的 蕴 涵 ， 最

终 译 文 的 审 美 再 现 阶 段 直 接 省 略 重 言 词 隐 含 的 蕴 涵 ， 如 李 本 中

直 接 用 了 “ turns red” ， 而 罗 本 中 则 译 为 “ flushed face” 。 2个 译 本

均 没 有 体 现 出 患 者 面 色 变 化 的 过 程 ， 只 是 说 明 面 色 变 红 这 个 动

作 。 因 此 ， 李 本 和 罗 本 重 言 词 的 细 节 之 处 翻 译 得 不 够 准 确 。

综 上 所 述 ， 魏 本 对 “ 缘 缘 ” 的 释 义 理 解 比 较 透 彻 ， 使 其 隐 含

的 释 义 在 译 文 中 体 现 出 来 。 罗 本 和 李 本 在 对 重 言 词 “ 缘 缘 ” 的

释 义 方 面 还 有 待 挖 掘 。 此 外 ， 魏 本 对 “ 阳 气 ” 的 译 文 还 有 待 考

究 。

4.3 修饰服药与护理措施类 修 饰 护 理 措 施 的 重 言 词 为 “ 絷 絷 ” 。

4.3.1 重 言 词 内 涵 “ 温 覆 令 一 时 许 ， 遍 身 絷 絷 ， 微 似 有 汗 者

益 佳 ， 不 可 令 如 水 流 漓 ， 病 必 不 除 ” 选 自 《 伤 寒 论 · 辨 太 阳 病 脉

证 并 治 上 》 第 12 条 。 本 句 释 义 为 ： 覆 盖 衣 被 一 时 许 ， 遍 身 微 微

出 汗 方 为 最 佳 ， 如 果 汗 出 如 水 流 漓 ， 则 达 不 到 治 疗 效 果 [14]。 其

中 “ 絷 絷 ” 在 句 中 充 当 形 容 词 ， 形 容 微 汗 潮 润 之 状 。

4.3.2 英 译 方 法 对 比 分 析 3个 译 本 中 “ 絷 絷 ” 的 英 译 见 表 3 。

李 本 、 罗 本 和 魏 本 均 使 用 直 译 法 ， 不 仅 在 形 式 上 做 到 了

与 原 文 基 本 一 致 ， 内 容 上 也 实 现 了 原 文 关 键 信 息 的 传 达 ， 使 得

原 文 审 美 信 息 在 译 文 中 基 本 实 现 了 审 美 再 现 。 李 本 和 魏 本 在

直 译 的 基 础 上 运 用 增 译 法 完 善 译 文 ， 通 过 在 译 文 中 增 加 主 语

和 状 语 ， 使 译 文 更 加 通 顺 ， 逻 辑 更 加 清 晰 ， 从 而 促 进 读 者 对

“ 温 覆 微 汗 法 ” 医 理 的 理 解 ， 即 温 覆 微 汗 法 能 助 卫 阳 ， 有 利 于

药 效 的 发 挥 ， 但 不 宜 覆 盖 太 多 ， 以 免 出 汗 过 多 ， 损 伤 正 气 ， 病

反 不 得 外 解 [14]。

该 句 运 用 “ 絷 絷 ” 来 描 述 疾 病 的 护 理 措 施 。 絷 絷 ， 即 和 润

而 欲 汗 之 貌 。 “ 微 似 ” 二 字 ， 最 为 重 要 ， 强 调 医 者 需 把 握 好 患 者

出 汗 的 程 度 。 在 描 述 出 汗 的 时 候 ， “ 絷 絷 ” 一 词 不 仅 解 释 了 温

覆 微 汗 法 的 医 理 ， 而 且 让 整 个 句 子 充 满 了 意 境 之 美 ， 能 够 让

读 者 展 开 联 想 ， 实 现 美 学 的 重 现 [20]。 从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细 节 来

看 ， 三 译 者 均 感 知 到 原 文 中 “ 絷 絷 ” 的 韵 律 美 ， 使 译 文 读 起 来

朗 朗 上 口 。 此 外 ， 三 译 者 对 温 覆 微 汗 法 的 含 义 及 对 患 者 的 医

治 作 用 展 开 联 想 ， 从 而 对 运 用 温 覆 微 汗 法 后 患 者 “ 絷 絷 ” 微 汗

潮 润 的 释 义 有 了 清 晰 认 知 。 由 于 背 景 不 同 ， 三 译 者 在 选 词 方

面 各 有 特 点 。 李 本 中 用 副 词 “ mildly ” 修 饰 动 词 发 汗 “ promote

sweating ” ； 罗 本 用 形 容 词 “ light” 修 饰 名 词 “ sweat” ； 魏 本 用 形 容

词 “ moist” 来 形 容 “ body” 的 湿 润 之 状 ， 其 后 用 “ as if sweating

very lightly” 形 容 出 汗 的 程 度 。 3 个 译 本 都 体 现 了 “ 絷 絷 ， 微 似

有 汗 ” 的 状 态 ， 不 仅 与 原 文 在 内 容 上 保 持 了 一 致 ， 也 注 重 保 留

中 医 文 化 特 色 ， 译 出 了 重 言 词 “ 絷 絷 ” 的 深 层 含 义 ， 有 利 于 传

递 中 医 文 化 的 内 涵 。

综 上 所 述 ， 3 个 译 本 对 “ 絷 絷 ” 的 释 义 都 挖 掘 得 较 深 ， 能 够

在 译 文 中 体 现 “ 絷 絷 ” 微 微 汗 出 的 含 义 。 就 此 例 而 言 ， 3 个 译 本

都 能 很 好 地 实 现 该 句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再 现 。

4.4 修饰病情变化类 修 饰 病 情 变 化 的 重 言 词 为 “ 不 了 了 ” 。

4.4.1 重 言 词 内 涵 “ 伤 寒 六 七 日 ， 目 中 不 了 了 ， 睛 不 和 ， 无

表 里 证 ， 大 便 难 ， 身 微 热 者 ， 此 为 实 也 ， 急 下 之 ， 宜 大 承 气 汤 ”

选 自 《 伤 寒 论 · 辨 阳 明 病 脉 证 并 治 》 第 252 条 。 本 句 释 义 为 ： 伤

寒 病 六 七 日 ， 病 人 视 物 模 糊 不 清 ， 眼 球 转 动 不 灵 ， 虽 无 头 痛 恶

寒 等 表 证 和 腹 满 谵 语 等 里 实 证 ， 只 是 大 便 困 难 ， 肌 表 微 热 ， 也

可 确 诊 为 里 实 证 ， 治 当 急 下 ， 宜 用 大 承 气 汤 [14]。 其 中 “ 目 中 不 了

了 ” 中 的 “ 不 了 了 ” 在 句 子 中 作 宾 语 ， 表 示 患 者 视 物 不 清 。

表 2 “缘缘”英译

版 本 设 面 色 缘 缘 正 赤 者 ， 阳 气 怫 郁 在 表 ， 当 解 之 、 熏 之

李 本 [If the patient’ s] face turns red, [it is caused by] stagnation of pathogenic factors in the superficies [which can be] relieved by diaphoresis and fumigation.

罗 本 A bright flushed face signifies that a stagnation of Heat is at the Exterior. Then drugs or fumigation therapy should be adopted to eliminate the syndrome.

魏 本 If the facial complexion is continuously full red, the yang qi is depressed in the exterior and one should resolve the exterior and fume.

表 3 “絷絷”英译

版 本 温 覆 令 一 时 许 ， 遍 身 絷 絷 微 似 有 汗 者 益 佳 ， 不 可 令 如 水 流 漓 ， 病 必 不 除

李 本 [The patient can put on more clothes or cover himself with thick quilt in order to] warm the body and mildly promote sweating [for the purpose of] healing [the disease]. [But] sweating

cannot be profuse, [otherwise] the disease is hard to heal.

罗 本 Cover the patient with a quilt for two hours to get perspiration. A light sweat all over the body would be suitable. If the sweat is too watery, it will not do any good to the patient.

魏 本 Warm [the body] by covering [with a blanket] for a short period, ideally until the whole body is moist, as if sweating very lightly. One cannot allow [the sweat] to flow like water,

since the disease will not be eliminated [in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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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英 译 方 法 对 比 分 析 3个 译 本 中 “ 不 了 了 的 英 译 见 表 4。

李 本 和 魏 本 采 用 直 译 法 和 增 译 法 ， 译 文 与 原 文 在 形 式 和

内 容 上 保 持 基 本 一 致 。 增 译 法 能 使 得 译 文 内 容 更 加 丰 富 [21]， 逻

辑 更 加 清 晰 ， 并 能 够 传 达 原 文 中 的 关 键 性 审 美 信 息 ， 促 进 读

者 了 解 伤 寒 得 病 六 七 天 后 患 者 的 病 情 变 化 。 罗 本 运 用 意 译

法 ， 译 文 更 加 简 洁 ， 体 现 了 以 读 者 为 导 向 ， 而 且 其 译 文 具 有 可

接 受 性 高 的 特 点 。 但 罗 本 中 对 “ 表 里 证 ” 和 “ 睛 不 和 ” 的 翻 译 没

有 呈 现 出 真 正 的 蕴 涵 ， 在 翻 译 “ 表 里 证 ” 时 采 用 了 省 译 法 ， 没

有 在 译 文 中 得 以 体 现 其 含 义 。 “ blurring of vision and low

spirits” 表 达 的 是 眼 睛 视 物 不 清 、 没 有 神 采 ， 但 罗 本 却 忽 略 了

表 述 “ 睛 不 和 ” ， 省 略 了 其 蕴 涵 之 美 。

该 句 用 “ 不 了 了 ” 用 来 患 者 的 病 情 变 化 。 六 七 日 正 是 邪 气

在 里 之 时 。 此 时 患 者 视 物 不 清 ， 是 燥 热 灼 烁 ， 真 阴 将 竭 的 反

映 ， 须 用 大 承 气 汤 急 下 ， 否 则 就 将 燎 原 莫 救 [14]。 从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细 节 来 看 ， 三 译 者 在 原 文 审 美 信 息 的 感 知 、 想 象 和 理 解 阶

段 对 原 文 中 患 者 病 情 状 态 的 理 解 相 差 不 明 显 。 三 译 者 在 进 行

了 原 文 与 译 文 两 种 语 言 的 相 互 融 合 后 ， 对 重 言 词 “ 不 了 了 ” 相

关 的 信 息 进 行 加 工 ， 给 出 了 具 有 审 美 效 果 的 译 文 [22]， 即 “ unclear

vision， blurring of vision ” 。 三 译 文 都 翻 译 出 了 “ 不 了 了 ” 的 内

在 意 思 ， 体 现 患 者 眼 睛 看 不 清 楚 事 物 的 状 态 。 翻 译 时 与 原 文 对

应 ， 注 重 原 文 内 容 之 美 的 重 现 ， 有 利 于 再 现 原 文 的 意 蕴 之 美 。

综 上 所 述 ， 3 个 译 本 都 对 “ 不 了 了 ” 的 释 义 挖 掘 得 较 深 ， 实

现 “ 不 了 了 ” 蕴 涵 美 的 再 现 ， 但 罗 本 对 “ 表 里 证 ” 和 “ 睛 不 和 ” 的

省 译 法 还 有 待 挖 掘 。 就 此 例 而 言 ， 魏 本 和 李 本 能 够 更 好 地 实

现 该 句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再 现 。

5 结 语

本 研 究 通 过 翻 译 美 学 相 关 理 论 分 析 了 《 伤 寒 论 》 中 不 同

类 型 重 言 词 的 翻 译 处 理 方 式 。 各 译 者 为 实 现 译 文 符 合 审 美 标

准 ， 采 用 了 多 样 化 的 翻 译 方 法 ， 以 求 译 文 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持 原

韵 。 其 中 意 译 法 、 直 译 法 、 增 译 法 、 合 译 法 和 省 译 法 是 常 用 的

翻 译 方 法 。 重 言 词 作 为 中 医 典 籍 的 语 言 风 格 之 一 ， 具 有 深 奥

的 蕴 涵 和 意 象 。 为 实 现 重 言 词 译 文 的 审 美 再 现 ， 译 者 要 遵 循

翻 译 的 科 学 和 严 谨 性 原 则 ， 准 确 地 把 握 重 言 词 的 审 美 信 息 ，

客 观 地 进 行 审 美 判 断 ， 在 直 译 法 和 意 译 法 的 基 础 上 ， 译 者 应

合 理 运 用 省 译 法 ， 最 大 限 度 地 实 现 重 言 词 原 文 和 译 文 的 翻 译

对 等 。 对 于 具 有 相 似 逻 辑 关 系 的 重 言 词 ， 译 者 可 运 用 合 译 法 使

译 文 更 加 规 范 简 洁 ， 从 而 再 现 《 伤 寒 论 》 重 言 词 的 美 学 神 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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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了了”英译

版 本 伤 寒 六 七 日 ， 目 中 不 了 了 ， 睛 不 和 ， 无 表 里 证

李 本 Six or seven days [after occurrence of] cold damage, [there are symptoms and signs of] unclear vision, dullness of the eyes, no external or internal syndrome/pattern.

罗 本 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 on the sixth or the seventh day: The syndrome is of an excessive nature when the following symptoms and signs are observed: blurring

of vision and low spirits.

魏 本 When in cold damage [that has lasted for] six or seven days, [there is] unclear vision, disharmony of the eyes, neither an exterior nor an interior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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