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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主要探讨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研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者回顾国内外双语语料库的开发，从世界英

语、中国英语理论和文化翻译学角度论述建立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理论依据，讨论中医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的采样和

代表性问题，归纳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建设的基本思路，最后探讨建立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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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eries of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first，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Tradition-
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English theories，Chinese English theories． In the sec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 looks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llel corpora; later，the sampling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parallel corpus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how the corpus will be buil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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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双语平行语料库研制现状
国际上，平行语料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涉及的

也主要是欧洲语言，如兰卡斯特大学创建的 ITU /Crater 平

行库、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 JＲC-ACQUIS 多语种平

行语料库、爱丁堡大学的 Europarl Parallel Corpus 等语料

库。这些语料库基本上是文本来源单一、标注简单的欧

洲语言专用语料库，主要用途为语言识别、文档级对齐、
术语提取等自然语言处理，而非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

( 王克非 2012: 26) 。
国内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近10 年取得了很大进展，

如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建成的汉英平行语料库、哈

尔滨工业大学的英汉双语语料库。国内近年来也建成一

些专门语料库，如上海交通大学的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

语料库、燕山大学的《红楼梦》译本平行语料库、绍兴文理

学院的鲁迅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等，这些语料库语料来源

单一，规模较小，但各有重点。2002 年以后，北京外国语大

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建成规模约为 3000 万字的大型通用

汉英平行语料库，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平行语料库，但

该语料库中涉及中医翻译的语料并不多。

2 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研发的理论依据
关于不同国家使用英语的地位，尤其是什么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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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问题，国际上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存有争

论: 标准英语是指单一的英语本族语还是融合多个英语

变体的英语。从趋势上看，持英语本族语单一标准论的观

点已经逐步让位于多元标准论。后者的主要观点是英语

本族语与非本族语在国别和文化界限上日趋模糊，英语

本族语标准不再具有唯一性，传统的全球英语同心圆理

论( Kachru 1984: 20) 已经让位于国际通用英语理论( Sei-
dlhofer 2004: 210，Jenkins 2006: 160) 。Widdowson 主张，英

语已摆脱本族人掌控，为所有英语使用者拥有。( Wid-
dowson 1994) 这个观点实际上触及到英语更深层次的问

题: 谁拥有英语，谁就能使英语成为自己本国文化的承载

介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英语也是英语大家庭的一

员，它在中国的广泛存在能够承载中国文化，并在国际上

传播中国文化。
如果中国英语的存在是一种事实，那么中医英语当

然属于中国英语的范畴。根据李文中的观点，中国英语

是英语中国本土化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变体，其在中国的

运用能够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外

交流( 李文中 2006: 133)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正意义在

于把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化资源介绍出去，让世界人

民共享，在世界文化中获得中国应有的文化话语权。随

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加深和拓展以及英语在中国的不

断普及，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媒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英语

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承载物和传播媒介。
全球化不只是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它也意味着从

中国向世界的旅行( 王宁 2008: 74 ) 。作为中国文化精髓

之一的中医，更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通过翻译不断与西

方文化交流，让世界充分了解、认识它，并获得相应的国

际地位。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各界人士，尤其是具有国际

视野的学者，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和介绍中国文化，

努力使之融入世界主流文化。中医及中医英语也经历着

类似的变化，中医事业长久以来只是在中华大地上繁衍

生息，我国一直到 17 世纪中叶才开始直接与欧洲诸国进

行医药交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及中草药抗

艾滋病毒作用的发现，国外进一步加强中医药研究，中医

对外翻译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医对外翻译工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 1) 翻译工作的中

心已完全转移到中国大陆，中国翻译工作者成为中医翻

译队伍的主力军; ( 2) 翻译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和系

统性; ( 3) 翻译由实践转入理论总结。( 李照国 1997: 40)

这期间，也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翻译中医典籍，但由于中

西文化差异始终不能将中医文化的精髓传递出去。因

此，中医文化向外传播的重任还是落到精通英文和中医

文化的中国学者身上。正因为如此，有必要概括、总结中

国学者的中医英译实践。

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远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关

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联和互动关系: 译作不仅发掘出原

作中的潜在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完成原作中未完成的东

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翻译是介

于两种 语 言 和 文 化 之 间 的 阅 读 和 阐 释”( 王 宁 2009:

103) 。要研究中医翻译，提高中医英语教学质量，促进中

医西传，客观地研究中医英译，让事实说话……研究语料

库语言学十分重要。
基于相同的中医学文本，国内外的英译文本却极不

相同，这无疑妨碍中医医理和中医文化的对外译介、传播

和交流。有鉴于此，按照尊重自然语言与自然翻译和尊

重语言事实与翻译事实的原则，利用语料库方法和技术，

建立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开展中医文献的翻译研究具

有现实迫切性和独特的语言学、文化学与医学价值。从

文化维度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

应该将语言视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

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

案分析相结合的有效尝试( 王宁 2009: 6) 。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也称为语料库翻译学，它是

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

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

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描写和解释，

探索翻译本质的一种翻译学研究方法( 王克非 2012: 4 ) 。
王克非提出，双语平行语料库“能够较好地代表源语 － 译

语关系，因此能为翻译研究、语言对比研究、语言演化研

究、口笔译比较研究等提供可靠的翻译实例和量化数据，

从而提高上述研究的可信度”( 王克非 2012: 23 ) 。可以

预见，一个采样科学，语料具有代表性的中医英语平行语

料库对研究中医英语翻译总体特征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3 建立中医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基本思路
语料库的采样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建立中医英汉

平行语料库的目的是为了客观描述、考察中国学者中医

英语总体特征以及中医翻译过程中呈现的共性特征。因

此，本研究设想建立一个能代表目前中医外译成就的大

型专门语料库。
语料库是否具有代表性是语料库建库的核心问题。

本语料库的语料样本取材于《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文

库所有文献均为英汉对照版本，全部由国内中医院校的

著名学者翻译，能够代表中国学者中医英译的最高水平。
该文库包含 14 本中医文献，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

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

科学、中医骨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针

灸、中医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学科，是目前国内较为

齐全的中医外译文库，能够代表中医英译的基本成果。
依据《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建设的平行语料库，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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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过程中参考 T． McEnery ＆ A． Hardie( 2012) 的做法，收

集的数据主要用于科学研究，要防止语料泄露和侵权现

象出现。
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包括中英文语料的收集与校对、

中英文语料的标注、中医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双语平行语

料库检索软件开发等。基于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的原则

( McEnery，et al． 2006: 39) ，本研究主要步骤如下: ( 1) 文

本收集及电子化处理。根据收集到的《新编实用中医文

库》的 14 本中医文献双语对照本，经过扫描、转化、校对

等步骤消除文本的错误信息，将其变成可机读的 TXT 文

本。( 2) 对这些文本进行信息标注，注明译者、出版地、出
版社、出版日期等基本信息。( 3) 建立中医平行语料库以

便建立句级对应平行语料库。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内部的

差异，汉语句子与其英译并不一一对应，一句英语可能对

应几句汉语。鉴于以前的各种对齐软件不能做到完全对

齐，所以在对齐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校对，确保以后检索

的准确度。( 4) 双语平行语料库检索软件的使用。BFSU
ParaConc 软件是目前国内开发的比较成熟的免费双语检

索软件，它能够满足本研究的基本需要。
中医文献语言均具有一定独特性，其中的字、词、句、

段、篇都有独特的指称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含义; 中文文字

简约，词义丰富，意义的确定高度依赖语境; 语言背后的

文化通过文本体现，文本中的概念意义通过与其它概念

的相互解释来确立; 语料库里中英文文本中对应的概念

翻译相互参照，互相解释; 基于中英文文本的研究，为理

解两种文本，确立概念对应和翻译提供可靠的概率数据，

为进一步翻译研究和文本分析奠定基础。因此，汉英平

行文本处理为中文自然语言识别和理解提供较好的思

路，其可行性强，具有可扩展性。

4 结束语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 1) 基于语料库的

研究是实证性的，能够用来分析自然环境中的实际模式;

( 2) 能以大量收集起来的自然文本作为语料库研究的基

础; ( 3) 能大量使用计算机作为分析工具; ( 4) 能同时使用

定性和定量分析手段。( Zhu Chong 2010: 298)

采用平行语料库技术，基于平行语料库研究双语文

本，即把翻译文本与源文本通过技术手段对应，检查和分

析双语文本中段落、句子、短语以及词语翻译，分析其在

形态、结构、语义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进而提炼中医文

献翻译中存在的语体特征、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在探究

基本概念源流或文化内涵基础上，研究中医文献基本概

念的英译。

利用该语料库可以挖掘上述中医文献中基本的及核

心的中医学术语，总结提炼中医文献基本概念的翻译策

略和方法，对今后大规模对外译介中医文献具有重要借

鉴和参考价值，必将促进基于中医经典的中医文化的对

外译介、传播和交流。此外，该语料库还可以服务于中医

双语教学及中医英语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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