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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璀璨瑰宝，《红楼梦》不仅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更散发出深远的影响力，

其跨越国界的传播，离不开那些经典而卓越的翻译版本。由于该作品深深地根植于中医药文化，使得其

英译工作充满了无数的挑战与困难。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是全球首个完整的英文译本，其译文质

量堪称翘楚，具有很高的代表性。本文将以霍克斯的译作为研究基石，巧妙地结合生态翻译学理论，尝

试从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个独特的维度，解读《红楼梦》中那些寓意深厚的中医药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处

理。期望通过此种方式，为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研究工作献上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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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hining treasure of the four classical Chinese classic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t only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exude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ts cross-border dis-
semin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ose classic and excell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Since this 
work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is 
full of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Hawk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
sions is the fir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world, and its translation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highly representative. This paper will take Hawkes’s transl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cleverly combined with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y to interpre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ose TCM culture-loaded word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ree unique dimensions of lan-
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is way, I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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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它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揭示翻译活动的生态

特性和翻译文本的生态平衡。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也为翻译实践提供

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和平衡性，旨在推动翻译学

科的健康发展，提升翻译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1]。  
生态翻译学，融合生态学与翻译学两大领域，是跨越学科边界的交叉研究。它致力于将生态学的原

理和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从而推动翻译学科的深入发展。  
“生态学”是一门深入探索生物与环境、生物之间复杂关联的学科，其研究范畴原本局限于生物学

内。然而，随着人们对生命与环境间深层次联系的理解加深，生态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开始探索人

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特别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使其从单纯的生物学领域扩展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探讨。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生态”一

词已扩展为“自然健康”、“维持平衡”、“和谐共生”等多重内涵。生态学建立在整体论的基础上，其

研究方法特别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2]。 
翻译学是一门专注于翻译规律与艺术的学科，其核心在于对翻译本质、原理、流程、方法和标准的

深入探讨。近年来，翻译学界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该理论借鉴了自然选择原理和适者生存的

观念，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适中尚和”理念，创新性地提出“翻译即适应与选

择”的观点，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生态学为翻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聚焦翻译生态，提炼生态智慧以勾勒翻译全貌，并结合

实际翻译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等术语。在理论与应用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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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态翻译应运而生，为翻译研究与实践开启了新篇章。 
翻译生态学兼具“喻指”与“实指”双重属性。前者是对翻译生态学与自然生态的直观化整体认知，

后者则深入探索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能力发展。生态翻译学旨在构建完整的翻译生态系

统，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述方式，全面剖析翻译的本质、流程、准则、原理、方法以及译文的内在特质。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深厚根基，该理论构成了其早期的核心思想。通过援引达

尔文的进化理论，特别是其“适应/选择”的观点，生态翻译学深入探究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

与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机制、特性及其背后的规律。此理论从“适应”和“选择”两个维度对翻译的本

质、过程和标准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为译文原理和方法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

“翻译适应选择论”体系[3]。  
遵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之核心理念，此论将“译者为核心”之思维深深烙印于翻译之定义中，进

而明确了翻译的本质乃是“译者在翻译生态境遇中所作出的抉择行动”。所谓的“翻译生态境遇”，乃是

一个由原文、源语、译入语共同构建的“领域”，它囊括了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更涉及

到作者、读者、委托方等诸多要素的相互交织与深远影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且互为因果的整体架构

[4]。  
该理论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深邃的阐释和证实，展现了其对翻译本体的独到解析。首先，翻译

流程被揭示为一种译者适应与抉择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彰显出译者的主体性与选择性的双重特质。

其次，翻译准则被展现为一种多维度的选择性契合与契合性选择，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多元性和灵活性。

再者，翻译手段在“三维”(语言、交际、文化)的转换模式中得到了体现，展示了翻译艺术的复杂性和创

造性。最后，译评规范涵盖了多维转换的成效、读者反应以及译者的能力素养，揭示了翻译评价的多面

性。综上所述，最优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达到最高水准的翻译，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

合。  
在近十年间，与翻译适应选择论紧密相关的学术探讨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学术成果频频涌现，

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其中，几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格外引人瞩目。2001 年，亚洲译协

第三次会议上，一篇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步探究》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报告不仅为翻译适应

选择论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还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研究的深入，2002 年香港《翻

译季刊》上发表的《译论的兴盛、疑难与探索之旅》一文，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

反思，进一步揭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到了 2003 年，《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
tology》杂志上的《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一文，更是将翻译适应选择论推向了国际舞台，

为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进入 2004 年，随着《从译者主题迈向译者核心》《译论研究的

一种创新尝试》《转换视角剖析问题》等论文的相继发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得到了更

广泛的认可和关注。2006 年，学术界迎来了一个高潮。《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澳门理工学

报》等期刊上接连发表了《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准则与翻译手段》《从译文视角剖析译论》《当代主流译论

评价——兼论以“适应，选择”为视角的译论探究》以及《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等一系

列论文，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解析。到了 2008 年，《从术语视角解读译论——翻译

适应选择论概览》《适应与选择：翻译流程新阐释》等专题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论文的发表不仅引发了翻译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对翻译适应选

择论的应用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翻译实践中，以期能够更好

地指导翻译工作，提高翻译质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

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成为了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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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进行类比，我们可以深刻洞察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当我们将达尔文

的“适应/选择”理论融入翻译领域，便衍生出了一系列与翻译相关的术语和概念，如“翻译生态情境”、

“适应”、“选择”、“译者存续”、“译者核心”、“求存择优”、“共生交互”和“翻译生态”等。

这些术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互相作用，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生

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初步构建了其基本框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5]。 

2. 霍克斯及其英译《红楼梦》 

霍克斯，这位生于 1923 年的学者，一生致力于中文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1945 至 1947 年间，他在

牛津大学深入学习中文，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 年，他更是成为英国唯一一名被派

往中国留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专攻屈原研究，并受教于罗常培等杰出学者。

他的学术之路并未止步。从 1959 年至 1971 年，霍克斯在牛津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传授中文知识，培

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文人才。而 1973 至 1983 年，他又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继续深入挖掘

中国文学的奥秘。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的汉语基础扎实，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在 1959
年推出的《楚辞》英文版，更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为全球文化交流做出

了巨大贡献[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典巨著《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中尚未有完整的译本，仅有的节译本充斥

着不少翻译错误，如将林黛玉译为“Black Jade”这样的谬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学大师吴世昌的

激励激发了霍克斯对《红楼梦》翻译的决心。1970 年，与企鹅出版社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霍克斯决

心启动这部 120 回的巨著的全译工程。为了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他甚至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

职务，这一举动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毕竟，在此之前，尚未有汉学家会为了翻译中国文化

而毅然决然地放下如此显赫的职位。  
霍克斯，一位不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还在红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以他的母语英语

为媒介，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到全球。他的《红楼梦》英译本不仅展现了他作为译者的独特优

势，更成为他在红学及中国文化推广领域的杰出代表。从 1973 年开始，英国企鹅出版社陆续推出了霍克

斯翻译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这一译名《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著的韵

味，更为该作品赋予了新的生命。全译本共分为五卷，每一卷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主题命名，不仅方便

了读者的阅读，也让原著的精髓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第一卷《黄金时代》(The Golden Days)涵盖了原著的

前 26 回，描绘了贾家繁荣昌盛的景象，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荣与美好。第二卷《海棠诗社》(The 
Grab-Flower Club)则从第 27 回至第 53 回，展现了贾家女子的才情与风雅，突显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重

要地位。第三卷《预兆》(The Warning Voice)从第 54 回至第 80 回，揭示了贾家衰败的预兆，预示着家族

命运的转变。第四卷《泪债》(The Debt of Tears)则从第 81 回至第 98 回，描绘了贾家衰败后的凄凉景象，

让读者感受到家族命运的沉沦。最后一卷《如梦初醒》(The Dreamer Wakes)则包含了最后的 22 回，总结

了整个家族的兴衰历程，让读者对整个故事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在前 80 回的翻

译上倾注了整整 10 年的心血，而后 40 回则是由他的女婿、同样精通汉学的闵福德在他的指导下完成。

这一团队的合作，使得这部全译本在质量与完整性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7]。这部霍译本在英语世界中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是首部《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更因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深刻的文化理

解，深受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和推崇。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高度评价该译本在规模与品质上均

可与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相提并论，而《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也将其列为当代极为出色的英文译作

之一。霍克斯的翻译事业不仅仅是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深情传承与弘扬。他的《红楼

梦》英译本不仅为英语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窗户，更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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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霍克斯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热爱，成

功地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文化使者。  
《红楼梦》不仅是一本详尽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对中医药与医学知识进

行了全面阐述的珍贵典籍。在这部作品中，关于疾病与医药学的细致描绘多达 291 处，累计字数超过五

万字。作者运用了 161 个不同的医疗术语，详细解释了 114 种疾病以及涵盖了 45 个药品类型的 127 种药

品。这些描述中，包含了从内科到外科、妇科、儿科，再到五官科、精神科、皮肤科及法医学科的众多医

案，共计 13 篇完整医案，充分展现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中医词汇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及其使

用的汉语词汇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无疑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霍克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

上，对这些词汇进行了精心的翻译和取舍，既保证了文化的传承，又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易于理解。

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红楼梦》的全译本在西方世界得以广泛传播，对于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

的推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霍克斯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翻译技巧上，更在于他对中西方

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和热情投入。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

药学的大门，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智慧。  

3.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中医药文化负载词英译 

3.1. 语言维负载词 

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语言特点做出转换。英汉两种语言有明

显差异，英语注重形合，汉语注重意合。所以译者需要巧妙地进行语言形式的转换，以符合译入语读者

的语言习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语言的特点，通过恰当的转换，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言读者

的理解习惯。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对两种语言特点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只有在不

断思考和实践中，译者才能做到准确把握语言形式的转换，创造出更为自然流畅的译文。  
以例 1 为例： 

“妞儿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第八十四回)”[8]。 

The young girl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convulsive episode aggravated by a high internal temperature. 

医生断定巧姐患有惊风，这是一种突发的痉挛症状，类似于受到惊吓的状态，但并非由惊吓引起。

霍氏将惊风翻译为“a convulsive attack”，这种翻译描述了患者的病情，并传达了相关信息。原著中提到

的“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反映了病症的复杂性，但这里的“一半”并不是指确切的数量。在汉语

中，一些词汇含有模糊的意义，常常并非表示确定的数量，而只是一种修辞手段。霍氏没有生硬地将“一

半”翻译为“half”，而是使用了“complicated by”来展示内热与惊风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惊风是由内

热引起的。从词汇选择上可以看出，霍氏的译文十分巧妙，展现了他对中医文化的深厚了解。  

3.2. 文化维负载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达与阐释，要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并做出适应性选

择。不仅要避免文化曲解，还要准确传达情感与意思。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文化维的关键，译者必须在保

持原意的前提下，让译文更贴合读者文化背景，确保翻译作品更具影响力和可理解性。 
疾病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治疗也需要时间和合适的医疗条件。药物的疗效取决于医生的医术

和病人的机缘。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不能期望一蹴而就。  
“医缘”一词蕴含着深刻的含义，源自于古代对“缘分”的理解。在小说中，主人公秦可卿的命运起

伏颇大，从贫苦出身到嫁入豪门，表面上享尽富贵，心灵却屡遭挫折。她的疾病主要与心理压力有关，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2136


周桐 
 

 

DOI: 10.12677/ml.2025.132136 126 现代语言学 
 

可谓“伤了情志”。治疗任何疾病需要药物的辅助，但药物的疗效也受到患者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影

响。正如中国古谚所言，“信则灵，诚则成”，治疗疾病不仅仅靠药物，更需要借助内心的力量。这便是

所谓的“医缘”。“医缘”这个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深入理解。作者在小说中巧妙运用这个

词，表达了对疾病治疗的一种思考方式。通过“医缘”一词，读者可以领悟到治疗疾病需要多方面的配

合，既有药物治疗，也有精神力量的支持。霍克斯对这个词的处理也很巧妙，避免了翻译上的复杂性，

而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了关键意思，“We must see how she responds to medication”。这种表达不仅保

持了连贯性，也体现了一种细致入微的态度，强调了面对疾病需要耐心观察和细心对待的态度。总之，

治疗疾病不仅需要药物的帮助，更需要患者内心的力量。传统的文化内涵贯穿其中，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只有保持信念，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疾病，才能获得更好的疗效。这便是“医缘”的意义所在，也是对于疾

病治疗的一种深刻思考。 

3.3. 交际维负载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准确地把握原文中所包含的交际意图，并确保这种意图在译文中得以准确

传达。特别是在中医翻译中，译者需要理解并传达中医文化的独特特质。中医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因此翻译中不仅要准确翻译文字，还要传递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要做到这一点，译者需要根

据不同的交际意图和翻译目标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翻译成果能够准确地传

达原文的意图，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

需要译者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胜任中医翻译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通过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才

能有效地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并使译文更具传神和生动。  
医生告诉家人们，姐儿的发热是好事，不用担心。虽然病情有些危险，但是情况还是顺着发展的，

不必担心。家人听了医生的话，心情放松了许多，开始对病情充满信心。他们相信姐儿很快就会康复，

这种乐观的态度也为病人带来了更多的力量和支持，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王熙凤的女儿巧姐患上了小儿天花，医生的诊断将这一消息用了一种奇怪的语言来传达，按照习俗，

这种语言固定下来，就像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规定一样。“请转达给她爷夫人和连太太，恭贺她们”，医生

说道，“我很高兴地告诉她们，小女孩确实患上了天花！……‘天花当然是一种危险的疾病，但只要没有

并发症’，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康复的。”小儿患上痘疹在民间被称为“见喜”，这是一种特殊的称谓，

大夫们必须要遵循的规矩。不宜过多提及“道喜”，因为一旦出现凶险，就会被称作“顺”。根据翻译，

霍克斯显然对这种习俗有所了解，他选择了一种增译的方式来诠释“医生的诊断被套用了一种在这种情

况下习俗规定的奇怪语言”，这样一来，外国读者能够迅速领悟到这种独特的中国风俗，有效地避免了

误解。霍克斯在翻译时所展现出的灵活性，有力地保证了译文的良好传达功能。  

4. 结语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译者对译文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它强调了译员在译文中的核

心作用。《红楼梦》中虽然含有大量的中医传统医药文化负载词，但它并不是一本医学方面的著作，而

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书中包含了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所以在小说里，对中医的描述都是为了推

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丰满人物形象。因此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只要做到表情达意就可以了。霍

克斯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翻译《红楼梦》时，不忘尊重原著，从而使译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晦涩难

懂的汉语，并尽量运用各种不同的译法，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同时，又以适当的选择来填补原语在中国

传统中医文化上的空白，让西方的读者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察霍克斯对中医药文化相

关语言的翻译，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即译者必须遵循“文化平等”的基本理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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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过程中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抉择，从而实现与翻译生态系统中诸多“他者”的协调发展，这为当代中

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的译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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