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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内 经 》 （ 下 文 简 称 《 内 经 》 ） 是 我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中 医

理 论 著 作 ， 其 作 为 中 医 经 络 学 说 等 重 要 理 论 和 临 床 治 疗 的 基

础 ， 暗 含 中 华 民 族 对 人 体 的 独 特 认 识 [1]。 “ 络 ” 是 《 内 经 》 中 有 关

经 络 学 说 的 术 语 之 一 ， 共 在 《 内 经 》 全 文 中 出 现 332 次 。 其 中

《 黄 帝 内 经 · 灵 枢 》 （ 下 文 简 称 《 灵 枢 》 ） 39 篇 中 出 现 162 次 ， 《 黄

帝 内 经 · 素 问 》 （ 下 文 简 称 《 素 问 》 ） 40 篇 中 出 现 170 次 [2]。 《 灵 枢 》

涵 盖 了 经 络 学 说 的 主 体 部 分 ， 其 中 的 “ 络 ” 与 经 络 学 说 联 系 更

加 紧 密 ， 表 意 相 对 固 定 ， 而 《 素 问 》 中 “ 络 ” 的 出 现 频 数 尚 比 《 灵

枢 》 多 8 次 ， 其 中 有 作 名 词 解 、 作 动 词 解 等 多 种 记 述 ， 用 以 论 述

人 体 的 生 理 、 病 理 、 疾 病 、 治 疗 等 多 方 面 内 容 ， 虽 不 能 简 单 地

以 出 现 频 数 来 决 断 内 涵 是 否 丰 富 ， 但 通 过 进 一 步 研 究 ， 《 素

问 》 中 的 “ 络 ” 存 在 着 明 确 的 “ 一 词 多 义 ” 现 象 ， 且 是 《 灵 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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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 ” 相 关 内 容 的 重 要 补 充 ， 极 具 研 究 价 值 。 且 由 于 《 内 经 》 成

书 年 代 久 远 、 文 简 意 博 ， 其 中 词 汇 尤 其 是 “ 络 ” 等 术 语 往 往 负

载 着 独 特 的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医 学 内 涵 ， 在 “ 一 词 多 义 ” 的 基 础 上

带 来 了 进 一 步 的 英 译 困 难 ； 同 时 研 究 “ 络 ” 的 英 译 策 略 的 前 期

研 究 较 少 ， 仅 有 经 络 理 论 相 关 的 经 络 循 行 中 “ 属 ” “ 络 ” 表 里 关

系 英 译 的 比 较 研 究 [3]、 “ 络 穴 ” 的 英 译 研 究 [4]两 篇 和 “ 络 ” 字 词 组

英 译 探 析 一 篇 [5]， 由 此 发 现 ， 《 素 问 》 中 “ 络 ” 的 定 义 和 内 涵 仍 需

系 统 梳 理 和 详 细 的 分 类 、 英 译 分 析 ， “ 络 ” 的 英 译 策 略 有 待 系

统 总 结 和 反 思 ， 故 本 研 究 通 过 对 比 3 本 《 素 问 》 英 译 本 有 关 篇

章 ， 探 讨 “ 络 ” 的 英 译 策 略 ， 旨 在 为 今 后 的 中 医 英 译 工 作 和 术

语 标 准 化 研 究 提 供 参 考 和 支 持 。

1 《素问》中“络”的内涵

《 灵 枢 · 脉 度 》 曰 “ 经 脉 为 里 ， 支 而 横 者 为 络 ” ， 阐 明 “ 络 ” 是

经 络 系 统 中 类 似 网 状 结 构 的 分 支 。 杨 上 善 在 《 黄 帝 内 经 太 素 》

曰 ： “ 人 之 血 脉 ， 上 下 纵 者 为 经 ， 支 而 横 者 为 纬 。 足 左 右 各 有 十

二 ， 合 二 十 四 脉 、 阴 乔 、 阳 乔 、 任 脉 、 督 脉 合 二 十 八 脉 ， 在 肤 肉

之 里 ， 皆 上 下 行 ， 名 曰 经 脉 。 十 五 络 脉 及 孙 络 见 于 皮 表 ， 横 络

如 纬 ， 名 曰 络 脉 。 皆 是 血 气 所 贯 注 ， 故 称 为 隧 也 。 ” 其 指 出 “ 络 ”

为 气 血 运 行 的 通 道 ， 从 经 脉 分 出 ， 如 纬 线 一 样 横 行 于 人 体 ， 故

似 有 网 状 ， 这 也 是 “ 络 ” 作 为 经 络 学 说 术 语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释

义 之 一 。 对 于 其 他 释 义 ， 笔 者 参 考 4 部 较 为 重 要 的 《 内 经 》 字 词

典 类 工 具 （ 《 黄 帝 内 经 词 典 》 [6]、 《 黄 帝 内 经 大 词 典 》 [7]、 《 内 经 词

典 》 [8]、 《 简 明 汉 英 中 医 词 典 》 [9]） 进 行 分 类 概 括 ， 研 究 发 现 ， 其 中

关 于 “ 络 ” 字 的 解 释 均 不 能 相 互 涵 盖 ， 因 而 “ 络 ” 的 内 涵 具 有 再

汇 总 整 理 的 价 值 。

笔 者 基 于 隋 月 皎 [2]、 杜 广 中 等 [10]学 者 较 新 的 学 术 成 果 展 开

研 究 发 现 ， “ 络 ” 字 在 《 素 问 》 正 文 中 出 现 百 余 次 ， 其 内 涵 深 厚

广 泛 ， 可 大 致 概 括 为 络 脉 、 果 实 中 之 丝 络 、 血 络 、 络 俞 、 肢 体 部

位 或 器 官 等 5 种 名 词 义 和 通 达 、 循 绕 、 联 络 等 3 种 动 词 义 。 不 同

语 境 中 ， “ 络 ” 的 含 义 不 同 ， 英 译 时 常 无 现 代 医 学 术 语 、 词 汇 与

之 形 成 完 全 对 应 关 系 。 （ 见 表 1~2）

表 1 名词概念表

序 号 意 义 类 型 典 型 例 句

1 络 脉 夫 邪 去 络 ， 入 于 经 也

2 果 实 中 之 丝 络 其 果 杏 ， 其 实 络

3 血 络 视 其 血 络 ， 刺 出 其 血

4 络 俞 夏 刺 络 俞 ， 见 血 而 止

5 肢 体 部 位 或 器 官 筋 有 结 络 ， 骨 有 度 量

表 2 动词概念表

序 号 意 义 类 型 典 型 例 句

1 通 达 胃 之 大 络 ， 名 曰 虚 里 ， 贯 鬲 络 肺

2 循 绕 阳 明 主 肉 ， 其 脉 侠 鼻 络 于 目

3 联 络 故 循 脉 上 下 ， 贯 五 藏 ， 络 六 府 也

2 英译本概述

自 1925 年 《 内 经 》 首 部 英 译 本 问 世 以 来 ， 已 有 节 译 本 、 编

译 本 、 全 译 本 及 论 文 等 形 式 的 24 部 译 本 相 继 问 世 [11]。 本 研 究 根

据 译 本 完 整 度 、 传 播 度 、 读 者 和 学 界 认 可 度 [12] 和 译 者 身 份 区

别 、 时 代 区 别 选 取 了 李 照 国 、 文 树 德 、 倪 毛 信 3 位 译 者 的 译 本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李 照 国 译 本 The Yellow Emperor’ 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和 The Yellow Emperor’ s Canon of Medicine:

Spiritual Pivot（ 下 称 “ 李 译 本 ” ） [13]作 为 我 国 学 者 的 代 表 译 作 颇

有 影 响 。 李 照 国 拥 有 语 言 学 和 医 学 双 重 知 识 背 景 ， 他 确 立 了

“ 译 古 如 古 ， 文 不 加 饰 ” 的 基 本 原 则 ， 以 “ 信 ” 为 第 一 标 准 [14]。

德 国 学 者 文 树 德 （ Paul U. Unschuld） 与 美 国 学 者 田 和 曼

（ Hermann Tessenow） 合 译 的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ng Di’ s Inner Classic — Basic

Questions（ 下 称 “ 文 译 本 ” ） [15] 是 中 医 史 学 家 、 汉 学 家 和 中 医 文

献 研 究 专 家 合 作 翻 译 的 代 表 译 本 ， 引 用 15 部 医 学 工 具 书 ， 参

考 多 国 百 部 医 学 著 作 及 千 篇 论 文 ， 是 严 肃 翻 译 的 典 范 和 厚 译

实 践 的 经 典 [16]。

美 籍 华 人 医 师 倪 毛 信 的 译 本 The Yellow Emperor' s

Classic of Medicine ：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Neijing

Suen with Commentary（ 下 称 “ 倪 译 本 ” ） [17]， 译 者 具 备 中 医 和 现

代 医 学 两 种 医 学 背 景 ， 注 重 从 临 床 医 生 的 视 角 解 读 《 内 经 》 。

3 “络”的英译实例分析

3.1 名词概念

3.1.1 络 脉 络 脉 指 络 脉 系 统 及 其 中 各 种 络 脉 [2]。

例 1： 夫 邪 去 络 ， 入 于 经 也 … … （ 《 素 问 · 离 合 真 邪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When Xie （ Evil） enters the Channels from the

Collaterals… .

文 译 本 ： Now, when the evil leaves the network [vessels],

it enters the conduits… .

倪 译 本 ： When the pathogen travels from the luo collaterals

into the main channels… .

《 灵 枢 》 所 言 “ 经 脉 为 里 ， 支 而 横 者 为 络 ” ， 络 脉 是 经 脉 系

统 中 分 支 横 行 的 附 属 部 分 。 词 源 学 上 ， “ collateral” 源 自 中 世 纪

拉 丁 语 中 的 “ collater佟lis” ， 意 为 “ 附 属 的 部 分 ” ， 在 解 剖 学 中 延

伸 为 （ 血 管 或 神 经 的 ） 侧 分 支 等 ； “ network ” 是 由 “ net” 与 “ work”

构 成 的 组 合 词 ， 意 为 “ 网 状 物 、 网 络 ” ， 可 指 抽 象 的 互 联 网 ， 具

象 的 血 管 网 等 ； “ vessel” 源 于 拉 丁 语 “ v佟scellum” ， 在 解 剖 学 中

意 为 导 管 ， 作 为 动 脉 或 静 脉 ， 尤 其 指 静 脉 ， 容 纳 或 输 送 血 液 等

体 液 。 李 照 国 选 词 符 合 《 内 经 》 原 文 对 经 与 络 从 属 关 系 的 阐

述 ， 且 选 词 相 对 精 简 、 自 然 。 由 于 络 脉 义 是 《 内 经 》 原 文 中 “ 络 ”

的 高 频 义 、 核 心 义 ， 故 使 用 精 简 的 词 汇 可 以 帮 助 西 方 读 者 快

速 理 解 记 忆 、 相 互 沟 通 ， 这 种 经 典 的 翻 译 也 被 2022 年 公 布 的

《 WHO 中 医 药 国 际 术 语 标 准 》 [19]所 采 用 。 文 树 德 则 溯 源 了 汉 字

“ 络 ” 表 “ 网 状 的 ” 的 释 义 ， 形 象 地 传 达 了 “ 络 ” 纵 横 交 错 、 互 通

互 联 的 形 态 ， 翻 译 具 有 一 定 回 译 性 ， 展 现 了 内 经 的 思 想 和 汉

字 的 源 义 。 同 时 ,文 树 德 使 用 括 号 夹 注 现 代 医 学 解 剖 学 中 表 示

血 管 尤 其 是 静 脉 的 专 有 术 语 “ vessels ” ， 使 用 现 代 医 学 术 语 翻

译 中 医 特 有 的 术 语 将 造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表 意 误 差 ， 不 利 于 传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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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术 语 中 蕴 含 的 独 特 医 学 、 哲 学 、 文 化 观 念 ， 但 能 帮 助 西 方

读 者 快 速 理 解 “ 络 ” 的 部 分 含 义 ， 同 时 使 用 括 号 夹 注 的 形 式 而

非 直 接 选 取 “ vessels ” 进 行 翻 译 也 一 定 程 度 上 体 现 了 文 树 德

对 于 这 种 以 “ 西 ” 译 “ 中 ” 策 略 的 利 弊 思 考 。 此 外 ， 文 树 德 在 此

处 脚 注 了 王 冰 的 注 解 （ “ Because it circulates in the conduit

vessel section of a length of 162 feet” ） 和 张 志 聪 的 注 解 （ “ Hence

the evil qi swells up like breakers. It comes and goes in

the conduit vessels and has no regular location” ） ， 通 过 以 “ 古 ”

译 “ 古 ” ， 指 出 “ 络 ” 是 具 有 容 纳 邪 气 通 行 功 能 的 循 环 管 道 。 文

树 德 充 分 添 加 注 文 ， 提 高 译 文 的 信 息 密 度 ， 帮 助 读 者 理 解 文

意 ， 避 免 一 味 追 求 参 考 汉 字 原 释 义 来 体 现 翻 译 的 学 术 性 、 严

肃 性 ， 反 而 使 得 译 文 相 对 晦 涩 难 懂 、 西 方 读 者 丧 失 兴 趣 。 倪 毛

信 也 选 取 “ collateral” 一 词 ， 但 同 时 采 用 了 音 译 ， 使 得 译 文 神 形

具 备 ， 既 向 西 方 读 者 传 达 了 “ 络 ” 的 含 义 ， 又 保 留 了 《 内 经 》 中

术 语 蕴 含 的 独 特 中 医 药 文 化 。

例 2 ： 疟 之 且 发 也 … … 审 候 见 之 在 孙 络 盛 坚 而 血 者 皆 取

之 … … （ 《 素 问 · 疟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 If Sunluo (fine Collateral) is full and there is

blood stasis in it, it should be needled to let out blood.

文 译 本 ： … An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the [evil qi] can

be seen in the tertiary network [vessels].

倪 译 本 ： This way, the pathogen cannot enter more

deeply and the yin energy cannot come out. After tying the

fingers, observe the luo channels. Where purple stagnation

appears in the capillaries, perform bloodletting. This is

called 'ambushing the enemy before being confronted.' This

is before the body's qi engages the pathogen.

李 照 国 采 用 音 译 加 括 号 夹 注 的 策 略 ， 这 说 明 李 照 国 认 为

无 论 是 意 译 或 直 译 都 无 法 传 达 孙 络 一 词 所 代 表 的 较 为 丰 富

的 中 医 经 络 理 论 知 识 ， 使 用 音 译 加 括 号 夹 注 则 同 时 保 留 了 孙

络 基 本 内 涵 和 中 医 药 文 化 的 独 特 性 。 括 号 中 ， 李 照 国 选 取 fine

一 词 ， 意 为 “ 微 小 的 、 精 细 的 ” ， 侧 重 传 达 孙 络 细 小 的 形 态 特

征 ， 且 使 用 与 前 文 一 致 的 “ collateral” ， 使 得 翻 译 更 标 准 化 ， 避

免 读 者 迷 惑 ， 同 时 ， 译 文 与 原 文 保 持 了 一 致 的 术 语 结 构 。 词 源

学 上 ，“ tertiary ” 起 源 于 拉 丁 语 ， 意 为 “ 第 三 部 分 ” 或 “ 第 三 等 级 、

第 三 阶 ” ， 文 译 本 将 孙 络 译 为 “ tertiary network [vessels]” ， 符 合

《 灵 枢 · 脉 度 》 中 “ 络 之 别 者 为 孙 ” 对 孙 络 的 定 义 和 《 说 文 解 字 》

孙 为 “ 子 之 子 ” 的 源 义 。 李 照 国 、 文 树 德 二 人 各 有 偏 重 ， 而 倪 毛

信 将 “ 审 候 见 之 ” 的 “ 之 ” 理 解 为 络 脉 ， 使 用 音 译 的 同 时 运 用

“ channel” 一 词 ， “ channel” 在 现 代 英 语 中 意 为 水 道 （ 的 较 深 部

分 ） 及 河 床 ， 体 现 了 络 作 为 气 血 运 行 通 道 的 功 能 ， 但 “ channel”

同 时 也 被 倪 毛 信 用 于 翻 译 “ 经 ” （ 如 上 句 “ 3.1.1 ” 例 1） ， 故 而 易

造 成 读 者 误 解 。 在 论 及 刺 络 疗 法 时 ， 倪 毛 信 再 次 意 译 ， 使 用 较

为 简 单 的 词 汇 表 达 了 刺 络 放 血 的 适 应 症 和 手 法 ， 其 中 使 用 现

代 医 学 解 剖 学 术 语 中 表 “ 毛 细 血 管 ” 的 “ capillaries” 一 词 指 代

孙 络 ， 现 代 医 学 术 语 往 往 不 能 完 全 与 中 医 术 语 形 成 对 应 ， 毛

细 血 管 作 为 人 体 血 管 的 末 端 只 能 通 行 血 液 ， 而 中 医 的 孙 络 则

气 血 并 行 ， 故 可 能 造 成 表 意 的 误 差 ， 但 有 助 于 西 方 读 者 快 速

理 解 文 章 中 介 绍 的 刺 络 放 血 疗 法 的 大 意 ， 从 而 扩 大 文 章 阅

读 群 体 、 推 动 《 内 经 》 对 外 传 播 。

例 3： 衡 络 之 脉 令 人 腰 痛 ， 不 可 以 俯 仰 ， 仰 则 恐 仆 。 （ 《 素

问 · 刺 腰 痛 篇 》 [18]）

李 译 本 ： Lumbago due to [the disorder of] Hengluo (the

lateral Collateral of Taiyang Channel) Channel is marked by

difficulty to bend and lift [the waist] and fear to fall down

when lifting [the waist].

文 译 本 ： When it is the transverse network [vessel] that

lets a person's lower back ache, [then the patient] cannot

bend down and up … .

倪 译 本 ： Disease of the dai/belt channel causing back

pain results in the patient's being unable to arch the back.

If an attempt is made to do so, the patient will fall down.

关 于 衡 络 之 脉 ， 大 致 有 3 种 认 识 ： 足 太 阳 膀 胱 经 或 其 在 腰

间 发 出 的 横 行 络 脉 ， 以 王 冰 为 代 表 ； 冲 脉 ； 带 脉 ， 张 志 聪 曾 注 ：

“ 衡 ， 横 也 。 带 脉 横 络 于 腰 间 ， 故 曰 横 络 之 脉 。 ” [20]李 照 国 认 同 衡

络 之 脉 的 第 一 种 理 解 ， 且 再 次 采 用 音 译 加 括 号 夹 注 的 方 式 ，

同 时 在 前 补 充 [the disorder of]， 表 达 了 原 文 隐 含 的 “ 衡 络 ” 处

于 病 理 状 态 的 语 义 。 文 树 德 以 transverse 翻 译 “ 衡 ” ， 并 脚 注 王

冰 注 “ 衡 is 横 ， ‘ transverse ’ ” ， 形 象 地 表 述 了 “ 衡 络 之 脉 ” 横 行

于 人 体 的 形 态 特 点 ； 脚 注 张 志 聪 注 “ This is a discourse on

lower back pain generated by a disease in the belt vessel” ，

介 绍 了 衡 络 之 脉 是 带 脉 的 观 点 。 倪 毛 信 认 为 “ 衡 络 之 脉 ” 为

“ 带 脉 ” （ dai/belt channel） 。 《 难 经 · 二 十 八 难 》 云 ：“ 带 脉 者 ， 起 于

季 胁 ， 回 身 一 周 。 ” 《 奇 经 八 脉 考 · 带 脉 篇 》 云 ： “ 带 脉 者 ， 起 于 季

胁 足 厥 阴 之 章 门 穴 ， 同 足 少 阳 循 带 脉 穴 ， 围 身 一 周 ， 如 束 带

然 。 ” 故 而 ， 倪 毛 信 运 用 音 译 的 同 时 选 取 “ belt” 一 词 ， 意 为 腰

带 ， 生 动 形 象 体 现 了 带 脉 的 走 形 ， 易 于 读 者 理 解 。 有 学 者 认

为 ， 从 经 文 描 述 及 训 诂 学 理 解 ， 与 带 脉 相 似 且 横 行 腰 间 的 经

络 比 较 靠 近 “ 衡 络 ” 的 原 意 [20]， 但 目 前 对 衡 络 所 指 仍 无 定 论 ， 笔

者 认 为 需 要 相 关 领 域 学 者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

3.1.2 果 实 中 之 丝 络 [2]

例 1： 心 其 畏 寒 … … 其 果 杏 ， 其 实 络 … … （ 《 素 问 · 五 常 政

大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The heart detests cold and governs the tongue.

[It corresponds to] wheat in crops; apricot in [the category

of] fruits; threadlike structure [in the parts of] fruits… .

文 译 本 ： As for the heart, it fears cold. It rules the

tongue. Its grain is wheat. Its tree-fruit is the apricot. Its

fruit are [those with a] network.

倪 译 本 ： The heart, small and large intestines, pericardium,

sanjiao and lungs are usually affected, and so are its corre原

sponding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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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源 学 上 ， “ threadlike ” 来 自 古 英 语 “ thred ” ， 指 “ 亚 麻 、 棉

花 等 绞 成 的 线 ” ， 引 申 词 义 为 “ 线 性 的 ” ， 故 李 照 国 的 选 词 贴 合

了 果 实 丝 络 纤 细 的 结 构 特 点 ， 且 补 充 “ [in the parts of] fruits” ，

保 留 《 内 经 》 言 简 意 赅 的 文 言 文 格 式 ， 又 不 致 使 译 文 信 息 丢

失 。 文 树 德 再 次 使 用 “ network ” ， 并 也 补 充 了 “ [those with a]” ，

使 得 译 文 更 加 通 顺 。 两 位 译 者 均 使 用 括 号 夹 注 的 策 略 ， 保 留

了 《 内 经 》 中 体 现 象 文 化 内 涵 的 原 文 ， 同 时 较 为 通 俗 易 懂 。 而

倪 毛 信 将 原 文 整 段 灵 活 意 译 ， 略 去 心 系 统 所 对 应 的 自 然 界 其

他 事 物 的 介 绍 ， 只 简 述 与 临 床 有 关 的 心 系 统 疾 病 对 其 他 脏 腑

的 影 响 ： “ 心 脏 、 小 肠 、 大 肠 、 心 包 、 三 焦 和 肺 ， 及 它 们 相 应 的 经

脉 均 会 受 到 影 响 。 ” 这 体 现 了 倪 毛 信 重 视 用 较 为 简 单 的 用 语

传 达 《 内 经 》 中 具 有 临 床 价 值 的 医 学 信 息 ， 以 使 得 阅 读 门 槛 降

低 ， 获 得 更 多 没 有 中 医 背 景 的 目 标 读 者 ， 但 不 可 避 免 地 使 得

译 文 信 息 失 真 。

3.1.3 血 络 此 处 的 “ 络 ” 为 血 液 运 行 的 通 路 ， 与 血 管 及 循 环

系 统 更 为 接 近 。 血 络 也 可 以 指 邪 中 于 络 的 病 理 状 态 [2]。

例 1 ： 视 其 血 络 ， 刺 出 其 血 ， 无 令 恶 血 得 入 于 经 ， 以 成 其

疾 。 （ 《 素 问 · 调 经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First] find stagnation of blood in the Collaterals,

[then] puncture it… diseases.

文 译 本 ： Look for the blood network [vessels], pierce

them and let their blood … there.

倪 译 本 ： Locate that channel… allows the blood to escape

the channel and disperse the stagnation.

《 灵 枢 · 血 络 论 》 曰 ： “ 血 络 是 也 … … 血 脉 者 ， 盛 坚 横 以 赤 ，

上 下 无 常 处 … … ” 由 此 可 见 ， 刺 络 放 血 法 中 的 血 络 是 指 肉 眼

可 见 、 过 于 充 盈 的 处 于 病 理 状 态 的 赤 色 之 络 。 三 者 均 使 用

blood 翻 译 “ 血 ” ， 不 同 的 是 ， 李 照 国 结 合 前 后 文 将 “ 血 络 ” 直 接

翻 译 为 络 中 的 瘀 血 ， 说 明 此 处 “ 络 ” 处 于 病 理 状 态 ， 病 例 产 物

“ 血 ” 即 瘀 血 ， 翻 译 自 然 、 易 于 理 解 。 文 树 德 则 保 留 了 原 文 的 格

式 ， 几 乎 逐 字 翻 译 ， 将 “ 血 络 ” 直 接 直 译 ， 最 大 程 度 体 现 了 《 内

经 》 原 文 的 语 言 。 而 倪 毛 信 同 时 使 用 “ channel” 一 词 ， 并 整 段 意

译 ， 用 较 为 简 单 的 词 汇 阐 述 了 刺 络 放 血 治 疗 的 过 程 ， 但 前 后

文 两 个 “ channel” 一 个 表 示 “ 血 络 ” ， 一 个 表 示 “ 经 ” ， 容 易 造 成

读 者 对 经 络 认 知 的 理 论 误 解 。

3.1.4 络 俞 络 俞 指 络 的 俞 穴 [10， 21]。

例 1 ： 夏 刺 络 俞 ， 见 血 而 止 。 （ 《 素 问 · 诊 要 经 终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In summer, Luoshu (Collateral-Acupoint) should

be needled till bleeding is induced.

文 译 本 ： In summer, pierce the transporters on the network

[vessels]. Stop when blood appears.

倪 译 本 ： In the summer one can also practice bloodletting,

but it is preferable to use superficial luo/collateral connecting

points.

张 介 宾 注 ： “ 络 俞 ， 谓 诸 经 浮 络 之 穴 ， 以 夏 气 在 孙 络 也 。 ”

故 络 俞 指 的 是 夏 季 气 血 活 跃 于 体 表 面 适 宜 浅 刺 放 血 的 络 脉

俞 穴 [2]。 李 照 国 再 次 采 用 音 译 和 括 号 夹 注 的 策 略 ， 在 夹 注 中 采

用 直 译 ， 其 中 “ Acupoint” 作 为 中 医 术 语 “ 穴 ” 对 应 词 汇 已 被 广

泛 接 受 [22]， 体 现 了 李 照 国 翻 译 中 医 术 语 遵 循 的 标 准 性 原 则 。

文 树 德 再 次 选 择 溯 源 汉 字 的 原 义 ， 贴 近 原 文 的 选 词 ， 使 用

“ transporter” 表 明 “ 俞 ” 为 “ 络 ” 气 血 运 行 之 载 体 。 倪 译 本 将 “ 络

俞 ” 译 为 “ luo/collateral connecting points” ， 运 用 了 音 译 加 复 述

的 策 略 ， 同 时 使 用 由 简 单 的 日 常 词 汇 组 成 的 “ connecting points”

以 翻 译 中 医 术 语 “ 穴 位 ” ， 亲 近 了 没 有 中 医 学 背 景 的 读 者 ， 这

种 简 单 形 象 的 翻 译 同 样 被 《 WHO 中 医 药 国 际 术 语 标 准 》 [19]所

采 用 。

3.1.5 肢 体 部 位 或 器 官 此 处 指 筋 络 等 肢 体 结 构 途 径 联 络

之 处 [2]。

例 1 ： 皮 有 分 部 … … 筋 有 结 络 … … （ 《 素 问 · 皮 部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 the skin is divided into certain divisions … the

sinews have certain connections… .

文 译 本 ： … the skin has divisions and sections … the

sinews have knots and form networks… .

倪 译 本 ： … on the skin there are twelve division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twelve channels.

此 处 “ 结 络 ” 与 筋 关 系 密 切 ， 筋 脉 系 结 固 定 之 处 为 结 ， 其

途 经 而 连 络 之 处 为 络 ， 合 称 “ 结 络 ” [2]。 李 照 国 将 “ 结 络 ” 视 为 整

体 ， 译 为 “ connections” ， 表 达 其 “ 连 结 ， 并 使 二 者 之 间 产 生 联

系 ” 的 作 用 ， 用 词 简 洁 ， 易 于 理 解 。 文 树 德 将 “ 结 ” 与 “ 络 ” 分 别

直 译 为 “ knots” 与 “ networks” ， 并 脚 注 张 志 聪 的 注 解 “ 结 is 结 系 ，

‘ to tie in knots;’ 络 is 连 络 , ‘ to connect. ’ That is to say,

the sinews are tied to the flesh divides and connected with

the bones” 和 高 世 栻 的 注 解 “ The twelve conduit-sinews [listed

in treatise 13] of the Ling shu do all have something they

are knotted to and they are connected among each other” 。

文 树 德 的 翻 译 包 含 对 结 络 的 形 态 、 功 能 的 描 述 ， 脚 注 补 充 了

注 家 对 结 络 的 定 义 ， 并 参 考 《 灵 枢 · 经 筋 》 以 “ 经 ” 译 “ 经 ” ， 具 有

较 高 的 严 谨 性 ， 且 译 文 信 息 较 完 整 。 倪 毛 信 再 次 使 用 意 译 ， 将

整 段 翻 译 为 “ 皮 肤 所 分 十 二 个 部 分 ， 分 别 与 十 二 经 联 系 ” ， 《 素

问 · 皮 部 论 篇 》 主 要 讨 论 了 皮 部 与 十 二 经 之 间 的 关 系 及 皮 部

诊 法 ， 故 倪 毛 信 省 略 了 “ 脉 有 经 纪 ， 筋 有 结 络 ， 骨 有 度 量 ” 3

句 ， 仅 论 及 该 篇 核 心 传 达 的 医 理 和 与 下 文 密 切 相 关 的 医 学

要 点 ， 使 得 译 文 的 医 学 信 息 便 于 理 解 。

3.2 动词概念 由 于 “ 络 ” 的 3 种 动 词 义 相 对 接 近 ， 翻 译 时 往

往 无 法 区 分 词 义 间 的 细 微 差 别 ， 如 在 翻 译 《 素 问 · 平 人 气 象 论

篇 》 中 “ 胃 之 大 络 … … 贯 鬲 络 肺 … … ” 和 《 素 问 · 痹 论 篇 》 中 “ 荣

者 ， 水 谷 之 精 气 也 … … 贯 五 藏 ， 络 六 府 也 ” 等 句 [18] 时 ， 3 位 译 者

均 选 取 “ connect” 一 词 来 表 达 “ 络 ” 的 联 络 、 通 达 义 ； 且 “ 络 ” 的

动 词 义 均 为 日 常 词 汇 ， 没 有 明 确 的 翻 译 规 定 ， 翻 译 难 度 较 低 ，

翻 译 时 可 选 的 同 义 词 又 较 多 ， 但 译 者 需 要 注 意 ， 在 翻 译 有 关

经 络 循 行 的 原 文 时 ， 应 考 虑 译 文 中 选 择 的 动 词 是 否 能 够 正 确

描 述 其 路 径 ， 如 “ 络 ” 作 循 绕 义 时 举 例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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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绕 用 于 描 述 某 经 或 络 经 行 所 过 较 小 的 器 官 的 循 行 [2]。

例 1 ： … … 阳 明 主 肉 ， 其 脉 侠 鼻 络 于 目 … … （ 《 素 问 · 热

论 篇 》 [18]）

李 译 本 ： … Yangming governs the muscles and its Channel

runs beside the nose and reaches the eyes. …

文 译 本 ： … The yang brilliance rules the flesh; its vessels

line the nose on both sides and enclose the eyes. …

倪 译 本 ： … Symptoms will occur along the channel， which

begin near the eye and goes down the check.…

据 《 灵 枢 · 经 脉 》 载 ， 足 阳 明 胃 经 “ 起 于 鼻 之 交 頞 中 ， 旁 约

太 阳 之 脉 ， 下 循 鼻 外 ” ， 其 循 行 于 鼻 外 ， 与 旁 侧 足 太 阳 膀 胱 经

相 交 会 ， 绕 于 眼 周 。 李 照 国 使 用 “ reach ” ， 并 未 译 出 具 体 的 经 络

循 行 ； 文 树 德 使 用 “ enclose ” ， 意 为 包 围 ， 易 使 读 者 认 为 胃 经 包

围 注 眼 睛 ； 倪 毛 信 使 用 “ begin near” ， 但 胃 经 实 际 起 始 点 更 靠

近 鼻 ， 此 处 near 的 范 围 相 对 笼 统 。 上 述 译 法 均 可 以 传 达 经 络

受 邪 ， 所 过 之 处 出 现 症 状 的 临 床 医 学 意 义 ， 但 李 译 本 的 翻 译

不 易 造 成 读 者 对 经 络 走 向 的 误 解 ， 这 提 示 译 者 应 在 翻 译 经 络

相 关 的 中 医 古 籍 时 ， 应 具 备 经 络 学 的 相 关 知 识 ， 以 使 译 文 符

合 “ 信 ” 的 标 准 。

4 讨 论

上 述 研 究 发 现 ， “ 络 ” 作 为 《 内 经 》 中 经 络 系 统 的 主 要 术 语

之 一 ， 并 非 全 部 出 自 《 灵 枢 》 或 经 络 相 关 的 条 文 ， 且 存 在 一 词

多 义 、 动 名 词 混 杂 、 成 书 年 代 久 远 导 致 部 分 条 文 明 确 含 义 有

待 考 究 的 现 象 ， 故 而 “ 络 ” 的 翻 译 难 度 较 大 ， 基 于 不 同 的 时 代

背 景 、 个 人 身 份 、 翻 译 目 的 、 专 业 水 平 ， 3 位 译 者 往 往 采 取 相 应

不 同 的 翻 译 策 略 ， 同 时 ， 这 些 策 略 也 有 诸 多 共 同 之 处 可 供 后

人 借 鉴 。

4.1 “络脉”义的翻译策略异同分析 李 照 国 、 文 树 德 分 别 在

全 文 统 一 使 用 “ collateral” “ network[vessels]” 一 词 翻 译 “ 络 脉 ” ，

而 在 翻 译 “ 孙 络 ” “ 衡 络 ” “ 血 络 ” “ 络 俞 ” 等 与 “ 络 脉 ” 密 切 相 关

的 术 语 时 ， 两 位 译 者 （ 其 中 李 译 本 在 括 号 夹 注 中 ） 也 是 如 此 ，

体 现 了 《 内 经 》 简 练 的 语 言 特 色 和 术 语 翻 译 时 “ 一 对 一 ” “ 前 后

一 致 ” 的 标 准 性 、 严 谨 性 原 则 。 倪 毛 信 则 时 而 使 用 “ collateral” ，

时 而 使 用 “ channel” ， 容 易 造 成 读 者 对 中 医 经 络 术 语 “ 经 ” “ 络 ”

之 间 界 限 的 迷 惑 和 交 流 时 的 困 难 ， 究 其 原 因 ， 倪 毛 信 在 翻 译

时 更 多 考 虑 《 内 经 》 的 医 学 信 息 传 递 ， 翻 译 中 医 术 语 “ 络 ” 时 重

视 其 与 临 床 相 关 的 功 能 ， 故 定 义 时 往 往 需 要 结 合 译 本 全 句 从

医 学 层 面 指 导 选 词 ， 不 局 限 于 一 个 固 定 的 词 汇 。

同 时 ， 李 照 国 在 翻 译 “ 孙 络 ” 等 络 脉 相 关 词 汇 时 采 取 了 全

文 运 用 较 多 的 音 译 加 括 号 夹 注 的 策 略 ， 因 为 这 些 词 汇 往 往 比

“ 络 脉 ” 有 着 更 详 细 的 定 义 ， 表 意 范 围 更 小 ， 为 准 确 传 达 其 蕴

含 的 医 理 和 思 想 ， 意 译 则 需 要 不 止 一 个 单 词 ， 显 得 译 文 过 于

冗 长 ， 违 背 了 中 医 术 语 翻 译 的 用 词 简 洁 性 ； 直 译 则 容 易 让 译

文 过 于 刻 板 ， 且 容 易 造 成 表 意 误 差 ； 音 译 能 够 保 留 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 但 对 没 有 中 医 学 背 景 的 读 者 来 说 理 解 难 度 较 大 ； 李 照 国

提 出 “ 先 译 为 较 为 简 洁 的 术 语 ， 然 后 再 加 注 解 ” 的 灵 活 策 略 [1]，

结 合 诸 多 策 略 的 优 点 ， 保 证 了 译 文 的 在 医 理 、 哲 学 、 文 化 方 面

的 信 息 密 度 ， 增 加 了 回 译 性 ， 又 有 利 于 西 方 读 者 理 解 记 忆 、 沟

通 。 文 树 德 虽 然 同 样 采 取 括 号 夹 注 的 策 略 ， 但 此 处 增 译 时 选

择 了 以 “ 西 ” 译 “ 中 ” 。 同 样 的 ， 倪 毛 信 在 意 译 “ 孙 络 ” 时 也 运 用

了 现 代 医 学 术 语 “ capillaries” 一 词 ， 笔 者 认 为 ， 如 非 中 医 英 译

发 展 过 程 中 出 现 “ 约 定 俗 成 ” 的 情 况 ， 对 于 中 医 独 有 而 现 代 医

学 阙 如 的 术 语 ， 还 应 避 免 这 种 翻 译 策 略 的 应 用 ， 即 使 是 使 用

在 增 译 中 进 行 辅 助 ， 也 有 可 能 造 成 读 者 的 误 解 ， 且 中 医 英 译

发 展 至 今 已 有 数 十 年 ， 中 医 的 传 播 应 用 已 经 使 得 一 大 部 分 西

方 读 者 逐 渐 理 解 、 接 受 这 些 中 医 独 有 的 概 念 ， 基 于 这 种 共 识

的 达 成 ， 简 单 地 以 “ 西 ” 译 “ 中 ” 已 在 中 医 对 外 传 播 的 早 期 发 挥

了 其 “ 打 基 础 ” 的 重 要 功 能 ， 现 应 逐 渐 随 时 代 进 步 所 淘 汰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由 于 年 代 过 于 久 远 ， 考 证 难 度 较 大 ， 部 分 《 内 经 》

的 词 汇 含 义 尚 有 争 议 ， 如 “ 衡 络 ” 具 体 所 指 至 今 不 能 达 成 统

一 。 李 照 国 的 理 解 参 考 了 王 冰 等 注 家 的 观 点 ， 做 到 了 以 “ 古 ”

译 “ 古 ” ； 倪 毛 信 的 理 解 则 从 临 床 出 发 ， 参 考 了 张 志 聪 等 注 家

的 观 点 ； 而 文 树 德 运 用 副 文 本 提 供 解 读 和 注 家 代 表 性 意 见 ，

将 选 择 权 交 给 读 者 ， 故 而 翻 译 时 最 佳 采 取 文 树 德 的 策 略 ， 避

免 自 主 选 择 目 前 尚 有 争 议 的 词 义 。 另 外 ， 虽 然 中 医 观 念 中 的

“ 血 ” 反 映 着 中 华 民 族 对 人 体 生 理 病 理 的 独 特 认 识 ， 与 现 代 医

学 的 “ 血 液 ” 名 虽 相 同 ， 实 却 有 异 ， 但 考 虑 到 两 种 医 学 作 为 自

然 科 学 的 共 性 之 处 ， 3位 译 者 均 将 “ 血 络 ” 中 的 “ 血 ” 译 为 “ blood ” ，

符 合 翻 译 的 科 学 性 、 自 然 性 原 则 [1]。

4.2 非“络脉”义的翻译策略异同分析 在 翻 译 络 作 中 医 术

语 “ 结 络 ” 义 、 非 术 语 “ 果 实 中 的 丝 络 ” 义 时 ， 李 照 国 均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词 汇 ， 这 说 明 李 照 国 认 为 术 语 “ 只 有 反 映 《 内 经 》 理 论

与 实 践 要 旨 的 概 念 时 ” [1]才 需 统 一 规 范 翻 译 ， 以 明 确 中 医 古 籍

英 译 标 准 化 的 具 体 范 围 。 而 文 树 德 则 在 翻 译 名 词 时 同 样 都 使

用 了 “ network ” 一 词 ， 故 建 议 将 翻 译 “ 络 ” 作 中 医 术 语 时 进 行 首

字 母 大 写 ， 以 示 术 语 的 特 殊 性 ， 避 免 读 者 混 淆 这 些 源 义 相 同 ，

而 使 用 同 一 单 词 或 表 达 的 词 汇 含 义 。 倪 毛 信 则 舍 弃 《 内 经 》 的

原 文 形 式 与 风 格 ， 使 用 简 单 的 词 汇 大 段 意 义 ， 使 得 《 内 经 》 医

理 更 加 便 于 理 解 ， 虽 降 低 了 《 内 经 》 的 阅 读 难 度 ， 但 不 可 避 免

的 丢 失 了 原 文 背 后 蕴 含 的 哲 学 、 文 化 内 涵 ， 降 低 了 译 文 的 信

息 密 度 。

综 上 ， 李 照 国 依 托 语 言 学 和 中 医 学 双 重 知 识 背 景 ， 翻 译

遵 循 “ 信 ” 的 准 则 而 灵 活 变 通 ， 注 重 体 现 《 内 经 》 原 文 言 简 的 语

言 风 采 和 中 医 术 语 中 蕴 含 的 文 哲 思 想 ， 同 时 不 失 信 息 密 度 和

翻 译 的 标 准 性 ， 利 于 读 者 理 解 交 流 。 文 树 德 在 传 达 医 理 时 ， 重

视 《 内 经 》 的 史 学 、 文 化 思 想 ， 运 用 的 副 文 本 篇 幅 和 参 考 文 著

量 为 3 本 之 最 ， 其 践 行 的 深 度 翻 译 理 念 有 利 于 中 医 药 文 化 对

外 深 度 传 播 的 需 求 。 基 于 中 医 理 论 、 实 践 与 现 代 医 学 的 区 别

显 著 ， 作 为 临 床 医 生 的 倪 毛 信 秉 持 着 “ 希 望 世 人 能 受 益 于 《 内

经 》 中 的 理 念 和 智 慧 ， 获 得 健 康 ， 达 到 快 乐 、 和 谐 的 人 生 境 界 ”

的 朴 素 目 的 ， 常 大 段 意 译 、 使 用 简 单 的 词 汇 进 行 翻 译 [23]。

基 于 此 ， 笔 者 得 出 以 下 3 点 结 论 ： （ 1） 《 素 问 》 中 的 “ 络 ”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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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深 厚 ， 作 术 语 “ 络 脉 ” 义 时 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 ， 此 外 仍 有 非

术 语 的 名 词 义 和 动 词 义 ， 包 含 的 概 念 范 围 较 广 ， 翻 译 应 当 首

先 对 “ 一 词 多 义 ” 的 现 象 进 行 分 类 ， 且 注 意 翻 译 是 否 发 展 出 了

“ 约 定 俗 成 ” 的 现 象 ， 如 是 则 应 当 遵 守 ； 其 次 ， 术 语 翻 译 应 当 追

求 标 准 化 、 简 洁 化 、 统 一 化 ， 或 可 使 用 首 字 母 大 写 进 行 特 殊

化 ， 同 时 应 尽 量 避 免 直 接 使 用 现 代 医 学 词 汇 。 （ 2） 英 译 过 程

中 应 以 “ 经 ” 译 “ 经 ” 、 以 “ 古 ” 译 “ 古 ” ， 如 翻 译 经 络 相 关 的 内 容 ，

应 主 要 参 考 《 灵 枢 》 重 要 原 文 的 描 述 ， 注 意 经 络 、 分 支 的 具 体

走 向 等 等 细 节 ； 对 于 含 义 不 确 定 的 词 汇 ， 可 以 添 加 副 文 本 补

充 《 内 经 》 其 他 相 关 原 文 和 注 家 观 点 ， 向 读 者 解 释 清 晰 。 （ 3） 在

传 达 《 内 经 》 医 学 信 息 时 ， 同 样 应 注 意 实 现 文 化 、 哲 学 信 息 的

传 播 ， 为 体 现 文 化 自 信 和 适 应 西 方 读 者 对 中 医 逐 渐 深 入 的 兴

趣 和 逐 渐 增 强 的 理 解 能 力 ， 可 以 采 用 的 翻 译 策 略 主 要 包 括 音

译 加 括 号 夹 注 、 意 译 等 ， 其 中 增 译 、 脚 注 的 合 理 运 用 能 够 体 现

《 内 经 》 的 言 简 、 义 博 ， 较 高 质 量 地 传 达 《 内 经 》 医 理 和 背 后 的

文 化 、 哲 学 思 想 ， 同 时 降 低 读 者 的 阅 读 难 度 。

中 医 药 是 中 国 文 化 瑰 宝 ， 也 是 世 界 医 学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如 今 ， 中 医 药 国 际 化 面 临 着 许 多 机 遇 与 挑 战 ， 中 医 文 献 翻

译 者 应 当 主 动 参 与 中 医 药 文 化 对 外 传 播 ， 思 考 国 际 交 流 的 不

断 深 入 对 中 医 术 语 标 准 化 提 出 的 更 高 需 求 ， 提 高 中 医 翻 译 质

量 。 本 研 究 通 过 探 讨 《 素 问 》 术 语 “ 络 ” 的 英 译 策 略 ， 期 望 为 今

后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提 供 参 考 和 文 献 支 持 ， 推 动 中 医 术 语 翻 译 的

标 准 制 定 和 中 医 药 文 化 的 传 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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