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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中医英语 ,简单地说 , 就是描述中医理论与

实践的规范英语。在中医英语研究近 30 年的发展

历程中 ,关于“中医英语”的学科界定一直是倍受关

注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 1999 年 , 李照国 [ 1 ] 先

生曾专门撰文指出“‘中医英语’是一门正在形成中

的新学科”。但事隔五年之后 , 当《中国青年报》的记

者
[ 2 ]

再次问及该问题时 , 李先生却换了一种表达方

式 :“中医英语只是一门‘准学科’”。中医英语到底

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 其判断标准是什么 ? 现今

中医英语的学科建设水平如何 ? 这些问题均是中医

英语研究领域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前提性问题。只有

合理解决了这些问题 , 才能确定中医英语在建设学

科体系时的发展方向 , 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医英语的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的理论框架。

为此 ,本文运用目前国际通用的学科界定标准 , 通过

比较分析确定中医英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现

状及学科定位 ,冀为中医英语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

提供一定的素材。

1  学科界定标准

“学科”在《现代汉语词典》[ 3 ] 中的义项有三 :

(1 )按学问性质而划分的门类 ; (2 )学校的教学科目 ;

(3 )军事和体育训练中的知识性科目。显然 , 本文探

讨的中医英语学科界定 ,其学科的含义当属 ( 1) 。

目前 ,国内关于界定一门学科的标准较多。李

照国先生在谈到中医英语是否成为一门学科时 , 曾

强调 :“专家、专论和专著是学科建立的 三大标

准”
[ 2 ]

。对于这种学科界定标准 ,可从学科建设的角

度将其概括为“三个一的标准”,即 : 有一批成绩卓著

的学者、至少有一本系统阐述该领域研究的理论专

著和一个较为明细和统一的学科理论框架。此外 ,

也有学者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 ,将学科标准界定为 :

(1 )独特的研究对象 ; ( 2 )独特的研究方法 ; ( 3 ) 独特

的学科体系 ; ( 4) 独特的研究成果
[ 4 ]

。

其实 , 国内有关学科界定的标准大多源于国际

上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学科范式 ( paradigm ) 标

准 [ 5 , 6 ] ,最早由 Kuh n 提出 [ 6 ] 。目前 , 该标准较为简

化且操作性较强的界定条目有如下三项 : ( 1) 学科成

就。根据 Kuhn 的观点 ,构成学科成就的条件有三 :

一是该学科能够把一些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 ; 二

是该学科能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工作者留下各种

有待解决的问题 ; 三是这些工作者和拥护者对学科

成就的评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标准。 ( 2 )教科书

或经典著作。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种人造范式 ,是

将学科范式以文献为载体具化为文字。而教科书与

经典著作之所以成为一种学科范式 ,一方面在于教科

书与经典著作广为接受 , 另一方面在于教科书与经典

著作是培养与教育本学科人才的范本。这些都使教

科书与经典著作有助于建立统一的信念 , 从而形成学

科范式。 (3)学科共同体。学科共同体由学有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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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者组成 , 他们有共同的教育背景、探索的目

标是共同的、阅读同样的文献、专业方面的看法比较

一致且相互交流比较充分。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就是

由这些全部共同体成员分担并推向前进的。

2  与国际通用标准的比较

鉴于国内界定学科的标准多而杂 , 且均源于

Kuhn 的学科范式标准。故本文依据国际通用的

Kuhn 学科界定标准 , 逐一比较分析中医英语作为

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

2 .1  学科成就  迄今为止 , 中医英语研究所取得的

学科成就已基本达到一门学科所规定的三个条件 :

(1 )中医英语研究已吸引一大批坚定的拥护者从事

中医英语研究。仅以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文献为例 ,

1994～2004 年的 10 年间 , 专门探讨中医英语研究

的论文就有 38 篇之多 ( 不包括出版的书、译著和教

材等 )。 ( 2) 留下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医英语

研究历经数十载 ,该领域遗留的问题也不少。比如 :

中医英语术语的标准化、中医术语的英译及中医英

语教学等。 (3 ) 共同的价值观和标准。在中医英语

研究领域 ,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可能不尽相同 , 但有

一点是共同的 ,即对中医英语研究成就评价的价值

观和标准是一致的 , 就是用规范的英语描述中医理

论与实践。

2 .2  教科书或经典著作  有关中医英语理论研究

的经典著作虽然不多 ,但普及中医英语教学的教材、

规范中医英语应用的词典和指导中医英语翻译的出

版物却不少。这些出版物为中医英语的学科建设 ,

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内有关中医英语的主要教材、

词典和翻译论著等出版物见表 1。

表 1  国内主要中医英语出版物

书名 作者 出版时间 (年 ) 出版社 内容简介

汉英中医辞典 欧  明 1986 ¦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广州 ) 收录中医基本 理论及临床各科 词
目共 4 500 余条。

中医翻译导论 李照国 1993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安 ) 阐述中医语言的语义特征、翻译原
则、标准等。

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 谢竹藩 1994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 ) 各词条除有对应的译文外 , 多数都
有简要的注释。

英汉汉英中医词典 魏迺杰 1995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沙 ) 为英汉和汉英双向词典。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 李照国 1997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介绍中医英译的基本技巧。

最新汉英中医词典 黄嘉陵 1997 ¦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 ) 收集了最新的中医术语。

中医英语 1 000 初级词 汇速
记

李照国 1999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精选初级中医名词术语 1 000 条 ,

逐一进行翻译并举例。

中医英语基础 朱忠宝 2000 ¦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 ) 介绍中医英语的相关基础知识。

中医英语 1 000 中级词 汇速
记

李照国 2000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精选中级中医名词术语 1 000 条 ,
逐一进行翻译并举例。

中医英语 黄嘉陵 2000 ¦四川大学出版社 (成都 ) 取材于国外中医专著或论文。

中医英语阅读教程 陈保蓉 2001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开封 ) 培养中医英语阅读的基本技能。

实用汉英中医词典 张奇文 200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济南 ) 收集常用中医术语 1 万余条。

简明汉英中医词典 李照国 200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 ) 收录中医学基 础理论及临床各 科
名词术语约 2 万余条。

中医英语 李照国 2002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选材涵盖中医学基础知识。

中医英语 刘  毅 2002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社 (天津 ) 以中英文对照 的形式介绍中医 基
础理论和诊治方法。

中医英语 徐象才 2002 ¦南海出版公司 (海口 ) 涉及中医理论 和临床各科的核 心
内容。

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 李照国 2002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阐述中医英语翻译的难点、原则和
方法等。

中医英语 李  磊 2003 ¦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涉及阴阳五行、针灸经络、气血 津
液、临床诊断等内容。

汉英中医学词典 刘  伟 ,崔  珂 2004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开封 ) 收录常用中医 专业 术语 8 500 余
条 , 并附有二十 四节气、天干地 支
等内容。

新世纪汉英中医词典 左言富 2004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北京 ) 精选中医辞条 5 040 条 , 涵盖 13 个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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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学科共同体  学科共同体是由学有专长的实

际工作者所组成。这一概念与国内一些学者所谓的

“专家”相比 ,各有其侧重。国内学者所说的“专家”,

从严格意义上讲 , 往往是指在中医英语研究领域成

就卓著的大学者 ;而 Kuhn 所说的学科共同体 ,包含

所有从事中医英语研究的实际工作者。这些工作者

的学术背景大致相同 , 至少都有英语和中医的双重

背景 (可能还包括其他背景 ) 。两者之间不同的是侧

重点不一致 : 有的侧重中医 , 有的侧重英语。此外 ,

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也为中医英语的学术交流提供了

平台 , 如《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西医结合学

报》、《中医教育》和《医学教育探索》等。综而言之 ,

通过运用国际通用学科界定标准进行逐一比较分析

后似乎可以推断 : 中医英语已基本发展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 ,但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3  中医英语的学科定位

目前 , 国内有不少中医院校设置了英语专业或

研究方向 ,如 : 北京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学院、南京

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成都

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和湖南中医学院等。

但在学科定位方面 , 似乎尚不统一。这种现象的出

现 ,有其客观的原因 , 毕竟中医英语的理论研究才刚

刚起步 ,其学科建设还在探索之中。因此 , 学科定位

问题尚有待学界深入地研究和客观地界定。不过从

理论方面来看 ,中医英语应该属于“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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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围绕着中医英语翻译的理论、原则、方

法、技巧等问题 , 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作为中医院校

的一名学生 ,我也想就中医英语翻译谈一些自己的

粗浅看法。我认为目前我们对中医英语翻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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