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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翻譯學視域下廣西民族藥著作英譯研究
———以《壯藥選編》中“深綠卷柏”簡介的英譯爲例

陳冬雁　 唐國平

北部灣大學國際教育與外國語學院

摘　 要：廣西民族藥著作豐富，其中《壯藥選編》對壯藥資源進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創新應用，專業權威，在疫情

嚴峻的形勢下具有重要的外宣推廣價值。 在生態翻譯學的指導下，以《壯藥選編》中藥材“深綠卷柏”簡介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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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例，探究廣西民族藥英譯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轉換，從而爲廣西乃至中國民族藥著作的英譯提供

借鑒，提高中國民族藥文化在海外的接受度和認可度。
關鍵詞：廣西民族藥；生態翻譯學；《壯藥選編》
基金項目：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立項編號 ２０２１ＫＹ０４１１）

引言

廣西是中醫藥民族醫藥大省，中草藥物種達 ４６００ 多種，數量在全國名列第二①。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
廣西的《壯醫防治方案》、瑤醫“組合拳療法”等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療效顯著。 因此，加強廣西民族藥的翻譯

研究對全球新冠疫情的防控有現實意義，對促進世界醫療事業的國際合作也有重要作用。 《壯藥選編》 ②是

對壯藥資源全面系統的整理，也是貫徹國家支持少數民族醫藥發展的重要成果，其英譯研究有助于完善廣

西民族藥的外宣翻譯體系，提高其外宣水平，進一步提升廣西乃至中國民族藥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此著作

中每一種壯藥的簡介都遵循統一的文字編排格式，所以從中選出了最具代表性的壯藥“深綠卷柏”來深入研

究其英譯策略，其它壯藥簡介的英譯都可以借鑒。 國內學者對民族藥英譯的研究大多從語言學的視角出

發，本文擬以生態翻譯學理論爲指導，以“三維適應性選擇轉換”爲切入點，對《壯藥選編》中“深綠卷柏”簡

介的英譯進行研究，力求産出高質量的譯文，從而提升廣西民族藥的英譯質量，向外傳播優秀的民族醫藥

文化。

一、 生態翻譯學

（一） 生態翻譯學要點概述

生態翻譯學是胡庚申教授在“翻譯適應選擇論” ③基礎上提出的全新翻譯理論，認爲“翻譯即生態平衡、
即文本移植、即適應選擇” ④。 譯者是翻譯的主體，首先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然後對譯文進行優化選擇，在
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進行適應性轉換，從而實現原文和譯文的生態平衡⑤。 它明確指出了自然生態和翻

譯生態之間的高度融合，側重生態的整體性與和諧性，避免了傳統翻譯論的片面性和單一性，相較于目的

論、語言學、文化學等翻譯指導路徑來說其理論優勢和方法論的包容性更大，這是其它翻譯指導路徑難于比

擬的。

（二） 生態翻譯學與廣西民族藥著作英譯

民族藥著作英譯本身就是一個蘊含著“語言、文化和交際”的生態整體，因此以強調整體性與和諧性的

生態翻譯學理論來指導更爲貼合。 在這一過程中，譯者首先要處理多種語言的差異（壯語及其它－漢語－英
語），包含詞彙選擇、語言形式和結構等，其次是跨越民族藥學和西藥學的文化差異，使受衆能夠接受源語文

化的部分（壯瑤侗民族文化等），最終通過准確傳達源語的交際意圖來實現民族藥文化的國際傳播，這與生

態翻譯學指導下的“三維”翻譯方法是一致的。 基于此，生態翻譯學理論非常適用于廣西民族藥著作英譯，
爲其提供了新的翻譯理論、原則和方法。

二、 廣西民族藥著作英譯的“三維”轉換

生態翻譯學認爲翻譯過程是譯者“適應”與“選擇”交替循環的過程，翻譯原則是多維度的優化選擇與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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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翻譯方法是“三維”（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轉換，從而整合出適應度最高的譯文⑥。 以這一理論爲指

導，筆者以《壯藥選編》中“深綠卷柏”簡介的英譯爲例，通過“三維”轉換來探討廣西民族藥著作的英譯策

略。 在語言維方面，譯者主要采取句型和語序調整等翻譯技巧確保原文的語言形式和意義在譯入語中得以

重現；在文化維方面，采用音譯加注的方式傳遞原文中的文化信息；在交際維方面，通過術語統一、意譯和增

譯等翻譯技巧來實現原文的交際意圖。

（一） 語言維—語言層面的通順

語言維的轉換即語言形式的適應選擇轉換。 譯者要准確把握原文的語言形式和風格，通過適應轉換，
使譯文符合譯語規範和表達習慣，以求能爲讀者所接受，尤其是醫學讀者，其認可和接受直接決定了對某種

民族藥的信任與應用。 因此，在廣西民族藥的英譯中，需要通過語序、語義、句式調整等整合出符合英語讀

者期待的譯文。
例 １：主莖直立，常在下部分枝處生出不定根。 主莖自下部開始羽狀分枝： 側枝 ３－６ 對，２－３ 回羽狀分

枝，分枝稀疏，無毛，背腹壓扁。
譯文：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ｉｎｎａｔ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ａｒｔ： ３－６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２－３ ｐｉｎｎａｔ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ｐａｒｓｅ ａｎｄ
ｇｌａｂｒｏｕ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ａｔ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ａｂｄｏｍｅｎ． （筆者譯）

此例中的兩句中文的主語皆爲“主莖”，漢語傾向于使用短句且多重複，英語則更傾向于使用邏輯緊密

的長句且多變化⑦，所以此處譯文將兩句同一主語的中文短句轉換成了邏輯緊密的長句。 此外，漢語強調意

合，較少使用連接詞，句子成分是通過邏輯意義連接起來的，而英語重形合，一般會使用邏輯緊密的連接詞

來連接不同的成分。 例如此例中描繪“羽狀分支”的是平行結構的短句，即其特點是稀疏、無毛且背腹壓扁，
譯文根據中英差異補充了“ｗｈｉｃｈ”、“ａｎｄ”、“ｗｉｔｈ”等連接詞。 通過以上調整，原文轉換成了一個邏輯層次分

明、表意清晰的主從結構，符合英語讀者所期待的文本形式，實現了語言維的適應選擇轉換。
例 ２：孢子葉穗緊密，四棱柱形，單個或成對生于小枝末端；孢子葉圓形至卵狀三角形，邊緣有細齒； 孢子

葉穗上大、小孢子葉相間排列，或大孢子葉分布于基部的下側。
譯文：Ｔｈｅ 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ｓｐｉｋ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ｒ ｐａｉ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ｌ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ｌｙ ｏｎ ｉｔ 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ｕｎｄｅｒ ｉｔｓ 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ｉｓ 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ｏｖａｔ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ｅ ｓ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筆者 譯）

此例中描述順序爲孢子葉穗－孢子葉－孢子葉穗－孢子葉，沒有按同類內容的順序擺放。 那是因爲漢語

重意合，即使語序靈活和邏輯不密也不影響理解，英語則不然，一個句子的主要成分通常緊密地排列在一

起，並在前面或結尾放置各種修飾語⑧，而且必須使用邏輯連接詞來銜接所有成分並顯示成分之間的邏輯關

系。 所以譯文對語序進行了調整並添加了“ａｎｄ”、“ｗｉｔｈ”等連接詞， 把孢子葉穗和孢子葉的相關內容分別歸

到一個句群並形成邏輯連貫、表意清晰的長句，符合英語讀者所期待的文本形式，實現了語言維的適應選擇

轉換。

（二） 文化維—文化內涵的傳達

文化維的轉換，即“注重文化內涵的傳達” ⑨，要求譯者關注思想傳遞和文化移植，避免文化誤讀和語用

失誤。 受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影響，民族醫藥辨證施治常采用“取象比類”的方式對病因病症、治療用藥等加

以描述和概括，具有整體性、隱喻性及模糊性等特點⑩。 因此，在民族藥的英譯中，譯者應充分考慮原文所蘊

含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特色，既保證傳達文化內涵，又確保讀者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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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３：功用： 調龍路、火路。 用於發旺，奔唉，貨煙媽，黃標，唄嘻，楞澀， 滲襠相。
譯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ｉａｏ Ｌｏｎｇｌｕ ＆ Ｈｕｏｌｕ（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Ｆａｗａｎｇ （ａｒｔｈｒａｌ⁃

ｇｉ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ｅｎａｉ （ ｃｏｕｇｈ）， Ｈｕｏ Ｙａｎｍａ （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Ｈｕａｎｇ Ｂｉａｏ （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Ｂａｉｘｉ （ 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Ｌｅｎｇｓｅ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ｎ Ｄ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ｄ）． （筆者譯）

此例中原文出現了很多壯醫藥的文化負載詞，例如龍路和火路是壯醫采用“取象比類”的方式總結出來

的壯醫藥隱喻術語，其余的是病症名稱的壯語讀音，用發音近似的漢字記述，即“音譯病名” 。 音譯病名蘊

含著壯族文化特色和壯醫藥文化的精髓。 爲最大限度地保留壯語的文化特色，有效地傳播壯醫藥文化，譯
者采用了音譯加注的方式，既讓讀者在音譯中感受到壯醫藥發音的特色，又可在注釋中理解這些文化負載

詞對應現代醫學的含義，實現了文化維的有效轉換。

壯醫名稱 形狀象似或發音近似 中醫名稱 西方現代醫學（英譯）

龍路 貨煙媽

火路 黃標
經絡 Ｌｏｎｇｌｕ ＆ Ｈｕｏｌｕ（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ａｔｖａｎｇｈ 唄嘻 痹病 Ｆａｗａｎｇ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ａｅｎｚａｅ 楞澀 咳嗽 Ｂｅｎａｉ （ｃｏｕｇｈ）

Ｈｏｚｉｎｍａｚ 滲襠相 咽痛 Ｈｕｏ Ｙａｎｍａ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Ｖｕｅｎｇｚｂｉｕ 貨煙媽 黃疸 Ｈｕａｎｇ Ｂｉａｏ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Ｂａｅｚｃｉｊ 黃標 乳腺炎 Ｂａｉｘｉ （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Ｎｄａｅｎｇｓａｅｋ 唄嘻 鼻炎 Ｌｅｎｇｓｅ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Ｃｏｅｍｈｄａｎｇｑｓｉｅｎｇ 楞澀 燒燙傷 Ｓｈｅｎ Ｄ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ｂｕｒ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ｄ）

表 １　 壯醫—中醫—西方現代醫學的文化維轉換

（三） 交際維—交際意圖的達成

交際維的轉換指“注重交際意圖的達成”，通過交際維度的適應選擇轉換，使譯語達成交際目的。 由于

民族醫藥和西方現代醫藥往往在內容信息、寫作規範、風格體裁等方面差別很大，翻譯中照搬原文內容和形

式通常會導致譯文模糊難懂，難以爲讀者所接受，交際效果較差。 所以，爲照顧交際維的有效轉換，在廣西

民族藥英譯中譯者需打破原文內容和形式的束縛，根據譯入語言和文化規範采取恰當的翻譯方法，做出適

當的調整，使譯文在譯語環境中實現等同或接近原文的交際意圖。
例 ４：附方：小鉆， 狗肝菜。
譯文：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Ｆｉｎｅｔ ｅｔ Ｇａｇｎｅｐ， Ｄｉｃｌｉｐｔｅ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Ｊｕｓｓ．（筆者

譯）
此例中原文的“小鑽”和“狗肝菜”均沒有國際統一通用譯文，如果用音譯、音譯加注或意譯均無法讓英

語讀者識別是哪一種藥材。 于是譯者對這兩種藥材進行了考證，發現“小鑽”的別名“南五味子”和“狗肝

菜”的別名“四籽馬藍”有國際統一通用譯文，于是從達成交際意圖出發，把這兩種藥材的譯文轉換成其別名

的譯文，遵循國際英語同一性的翻譯標准，實現了有效交際。
例 ５：爛皮蛇、退雲草。
譯文：Ｚｏｓ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Ｎｅｂｕｌａ－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筆者 譯）
此例中原文的“爛皮蛇”是民族醫藥中一種帶狀疱疹的名稱，這個別名是爲了凸顯這種藥草可以治療

“爛皮蛇”，所以譯者采用意譯法，譯爲 Ｚｏｓ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治療帶狀疱疹的卷柏）；原文的“退雲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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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雲”指的是角膜雲翳，“退雲”是指其可以治療眼睛熱毒和炎症，這個別名是爲了凸顯其功用，所以譯者采

用意譯法，譯成了 Ｎｅｂｕｌａ－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治療角膜雲翳的卷柏）。 通過意譯法的處理，民族藥特殊名稱

的深意有機地轉化爲譯語的表層結構，再現了原語的蘊意，真實傳達原語內涵，解決了民族藥漢英文本不

對等的問題，實現了有效交際。

三、 翻譯評估

本文以問卷設計及分析來研究上述譯文在英語讀者中的接受程度，共成功回收所有發放的 ２０ 份調查問

卷。 問卷中設計了三個題目：第一個題目，筆者截取了“深綠卷柏”譯文的兩個小語段，以評分題的形式讓讀

者對語段的理解程度做一個基本的評價。 第二個題目，筆者通過整理《壯藥選編》中的 ４ 個圖片，讓讀者將

語段和圖片做配對，以此來檢驗受衆是否可從譯文識別“深綠卷柏”。 第三個題目則是多選題，讓讀者根據

語段選出“深綠卷柏”的功用。 此份問卷充分考慮英語讀者對此譯文的理解度、對這一民族藥的識別和功用

的認知，符合民族藥外宣的目的，所以設計較爲合理，有實際的參考應用價值，可用于評估翻譯效度。

　 　 　 　 　 　 　 　 　 　 选项

　 题目
非常困惑 困惑 基本理解 完全理解

［形態特征］選段譯文 ０ ２ １５ ３

［壯醫藥用］選段譯文 ０ １ １８ １

表 ２　 第一題評價題完成情況

从各選項的选择人数来看，仅有 ３ 个读者选择 “困惑”選項，可见问卷中有关的“深绿卷柏”选段的语料

是基本能够为英语读者理解的。 从表 ２ 整体来看，两个选段的理解率在 ７５％以上，初步验证了翻译效度是

令人满意的。

　 　 　 　 　 　 选项

题目　 　 　 　 　 　 圖 １：小鉆 圖 ２：深綠卷柏 圖 ３：狗肝菜 圖 ４：桃金娘

［形態特征］選段譯文 ０ １９ １ ０

表 ３　 第二題圖片匹配題完成情況

從選擇各圖的人數來看，僅有 １ 個讀者選擇了錯誤圖片，可見受衆可從譯文識別“深綠卷柏”。

　 　 　 　 　 　 选项

题目　 　 　 　 　 　 Ａ．ｔ ｈｒｏａｔ Ｂ．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Ｃ． ｂｒｅａｓｔ Ｄ． ｎｏｓｅ 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Ｇ． ｓｋｉｎ

［壯醫藥用］選段譯文 ２０ １ １８ ２０ ２ ２０ ２０

表 ４　 第三題多選題完成情況

從各項的選擇人數來看，除了 ３ 位讀者選到了錯誤的功用，其他讀者選擇正確率在 ９０％以上，可見讀者

從譯文基本能正確認知其功用。
綜上所述，譯文基本能夠爲英語讀者所理解和認知，翻譯效度比較滿意，但譯文還需打

磨使其更精准，因爲醫學方面容不得半點偏差。

結語

從以上的例證可以看出，用生態翻譯學理論來指導廣西民族藥著作的英譯不僅豐富了生態翻譯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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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和外延，也爲廣西乃至中國民族藥著作的英譯研究開拓了新思路。 本文中所舉的例子，分別從語言維、文
化維和交際維的單個層面進行，是爲了更好地探討翻譯策略，在實際英譯過程中應同時兼顧三個維度，對整

個翻譯生態環境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以期達到最佳翻譯。 生態翻譯學不管從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能對民

族藥英譯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有助于譯者克服中英文語言和中西醫文化差異實現有效交際，促進了今後

的民族醫藥英譯研究，爲廣西乃至中國民族醫藥文化的外宣和交流貢獻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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