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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内武术英译研究现状以及武术术语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底蕴，武术术语英译应准确定位为

文化翻译，并以“外尽其形，内显其理”为准则。此外，尤需注重以下文化表现问题：音译的文化传真优势、语码

混杂的文化共生特色、形象移植的文化整体韵味、借词的文化语境适应、图像附注的文化跨媒介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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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集技击、健身与观赏于一

体，内容丰富，方法独特，素有“国术”之誉。武术术语短则一

二字，长不过二三言，却 涉 及 到 拳 术 流 派、身 型 手 法、技 击 套

路或长兵短械之要 义 精 髓，而 且 作 为 一 种 文 化 载 体，更 折 射

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心灵境界。

武术术语翻译虽同 法 律、广 告、商 标 等 专 业 术 语 翻 译 一

样，有着概念明晰和 准 确 诠 释 的 共 性 追 求，但 还 有 着 武 术 文

化的彰显与译介个 性 特 征，可 谓 译 事 虽 小，却 大 道 存 焉。特

别是在当今“东学西渐”思潮下，作为一种亟待保护与传承的

“活态文化”，传统武 术 的 现 代 化 与 国 际 化 进 程 日 益 加 快，翻

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尤显重要，而翻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

为重新审视武术翻译、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

8 国内武术术语英译及其研究现状

自 "#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 功 夫 影 视 文 化 的 兴 起

与传播，武术热潮正在全世界形成，但“武术翻译研究却是一

个新兴的领域，才刚 刚 起 步”［’］，武 术 专 业 词 汇、术 语 的 翻 译

研究已成为迫切而首要的课题之一。

8 I8 整体乏力且重视不够

笔者曾对中国期刊 网 全 文 数 据 库 ’PP! 至 "##! 年 ’# 年

间的论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检索，有关武术术语翻译方面的

文章仅有两三篇，且 大 都 只 局 限 于 具 体 技 法 之 举 隅，缺 乏 相

关翻译学与语言文 化 角 度 的 理 论 深 入，如 果 与 众 多 的 法 律、

广告、商标术语翻译 研 究 资 料 相 比 较，在 质 和 量 上 的 差 距 皆

相去甚远。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还就武术词汇英译辞

书情况进行了收集 和 了 解，通 过 国 家 图 书 馆 联 机 目 录，仅 发

现有《汉英武术词汇》［"］和《英汉汉英武术常用词汇》［+］两本，

成书时间都在 "# 世纪 %# 年代。近几年，随着奥运热 的 不 断

升温，所涌现出的 大 量 体 育 英 语 类 书 籍，如《体 育 英 语 ’ ) ,
册》、《体育英语》、《奥运会及国际体育比赛英语》、《英汉汉英

奥运词典》等，但有 关 武 术 英 译 涉 及 甚 少，连 最 为 权 威 的《中

国武术百科全书》［,］中也未列出任何武术英译词条。不难看

出国内武术术语英译及研究整体乏力，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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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术”一词的英译为例，仅《汉英武术词汇》［!］、《英汉

汉英武术 常 用 词 汇 》［"］、《汉 英 词 典 》［#］、《新 时 代 汉 英 大 词

典》［$］和《新英汉词典》［%］几本常见辞书中共给出了“&’()’”、

“*)+,-(- &’()’”、“ ./01+.+2,03 *)+,-(- 42560. -7-/4+(-”、“ ./01+8

.+2,03 *)+,-(- 627+,9”、“ :+9).+,9 0/.(”、“50/.+03 0/.(”、“*)+,-(-

50/.+03 0/.(”、“;’,9 :’”等译法。同样，在上述辞书中“太极拳”

一词也可找到以下不 同 译 法：“ ./01+.+2,03 *)+,-(- .0+<+”、“=0+<+8

>’0,”、“=0+<+ 627+,9”、“.’0+ 4)+ 4)’’0,”、“()012? 627+,9”、“)-708

9/05 627+,9”。

诚然，译无定法，但作为一种专有术语翻译，武术译名的

标准化与统一终 将 是 势 之 所 趋。早 在 !@ 世 纪 初，朱 自 清［A］

曾就译名统一提出了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宣扬、多数意

志选择 B 种途径，可 见 武 术 术 语 译 名 统 一 绝 非 一 日 之 功，需

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 目 前 国 内 武 术 术 语 翻 译 所 面 临 和 首

先须统一的问题却 是，武 术 术 语 翻 译 如 何 定 位，应 当 秉 承 着

怎样的原则，其目的与功用又何在？“译无定契，理有恒存”，

只有从理论层面上就这一问题统一了认识后，才谈得上厘定

标准和妥为移译，并最终促进术语英译统一。

! C" 误译、硬译、胡译现象较为普遍

仅以拳术名 称 英 译 为 例，大 多 习 惯 将“ D D 拳”处 理 为

“ D D 627+,9”，似乎己成定势，比如“E)023+, 627+,9”（少 林 拳）、

“F2,;-G 627+,9”（猴拳）、“H)0 627+,9”（查拳）、“I322/ J (;+33 6278

+,9”（地 趟 拳 ）⋯⋯“一 阴 一 阳 谓 之 道，而 一 阴 一 阳 也 谓 之

拳”［K］。流派众多、千变万化的拳种、拳法不仅是武术一大景

观，而且深受我国传 统 哲 学、医 学、宗 教 与 艺 术 影 响，贯 穿 着

阴阳、五行、八卦、太极 等 道 家 和 儒 家 文 化 思 想，体 现 出 内 外

双修、形神合一、技击与养 生 兼 而 顾 之 的 独 特 品 格。而“6278

+,9”一词，语义较为固定，是一个带有特指性的专业术语，《大

英百科全书》（L,4G432M0-1+0 N/+.0,,+40）中 解 释 为：“EM2/.，62.)

050.-’/ 0,1 M/2:-((+2,03，+,O23O+,9 0..04; 0,1 1-:-,(- ?+.) .)- :+(.( C

N27-/( ’(’033G ?-0/ M011-1 932O-( 0,1 9-,-/033G 26(-/O- .)- 421-

(-. :2/.) +, .)- 50/>’-(( 2: P’--,(6-//G /’3-( C F0.4)-1 +, ?-+9).

0,1 06+3+.G⋯”可见，两者在文化渊源、拳理、套路规则、技击方

式和功用上迥然而异，这样译抹杀了中国传统技击术“拳”应

有的文 化 个 性，极 易 产 生 文 化 错 位 与 误 读，倒 不 如 音 译

“P’0,”更为妥帖。再如，“长 拳”、“红 拳”和“南 拳”不 宜 生 硬

地译为“32,9 627+,9”、“/-1 627+,9”、“(2’.) 627+,9”［Q@］，同样，“短

拳”也不可译为“()2/. 627+,9”，看 似 字 面 忠 实，实 则 令 人 难 以

索解，不知所云。“长”言其姿式舒展大方，动作灵活快速，以

形喻势［B］；“红”本为 迎 合 国 民 崇 尚 吉 祥 之 文 化 心 理 而 得 名；

“南”乃泛化虚指，强调拳种流派；而“短”指贴身短打，相当于

“432(- 42560.”。至于 还 有 的 将“滑 拳”和“咏 春 拳”分 别 译 为

“(3+MM-/G 627+,9”和“M/0+(- (M/+,9 627+,9”，纯 属 望 文 而 解 的 胡

译。“滑”指人名“滑宗歧”［QQ］，而“咏春”同样也源自 人 名“严

咏春”。

# 武术术语、语言表达特征分析

武术术语名目繁多，涵 盖 极 广，不 仅 包 括 拳 种、器 械、功

法、技术与套路方面 的 专 有 词 汇，而 且 还 包 括 丰 富 多 彩 的 武

谚和武训。刘宓庆先生［Q!］依据陈述目的和艺术目的 程 度 之

强弱，将文体表达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大类型。武术词汇表

达不仅以概念陈述 和 达 意 为 主，而 且 还 重 形 象 和 气 势，十 分

讲求艺术和审美价 值，武 术 术 语 自 成 一 格，介 于 常 态 与 非 常

态之间，有着许多独 特 的 个 性：“形 趋 简 约”的 语 用 规 范、“形

象寓意”的审美追求、“敷陈其事而道言之”的明理宗旨。

# C! “形趋简约”的语用规范

受传统简洁、洗 炼 的 言 语 观 念 影 响，武 术 术 语 大 都 仅 寥

寥数字，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表达为主，习惯运用“名词 R 名

词”、“形容词 R 名词”、“动词 R 名词”等搭配方式，如少林拳、

武当剑、虚步、撩掌、戳 脚、弹 腿，不 一 而 足。同 时，语 言 省 略

和简化现象也比较 普 遍：“大 悲 陀 罗 尼 拳”简 化 为“大 悲 拳”；

“查密尔所传之 拳 术”简 称“查 拳”；“八 卦 唐 拳”简 为“唐 拳”；

而揉合蔡家拳、李家 拳、佛 家 拳 精 华 者，干 脆 简 缩 为“蔡 李 佛

拳”⋯⋯此外，还大量运用数量词表达，例如一字步、双龙指、

三叉耙、四门拳、五禽戏、六翻手、七星螳螂、八字掌、九节鞭、

少林十三爪、回回十八肘。

从词义角度 来 看，武 术 术 语 表 达 中 词 汇 义 项 都 较 为 固

定，极少运用语义复 沓 和 叠 字，因 此 词 义 的 单 一 性 情 况 最 为

常见，而对义性术语 次 之，如 大 洪 拳 与 小 洪 拳、阴 掌 与 阳 掌、

内家拳与外家拳、长 拳 与 短 拳。此 外，同 一 术 语 中 对 义 词 汇

并置也偶有所见，如：子母拳、左右轮刀、里外拐肘。

# C# “形象寓意”的审美追求

除了用“白描写实”性 语 言 对 认 知 对 象 加 以 描 述 与 命 名

外，武术术语还善于 运 用“直 觉 体 悟”思 维 方 式、形 象 化 的 语

言和比喻、类比、夸张的手法来传达气势和神韵，这种审美追

求在武术器械、动作和技法命名中尤为突出，如梅花桩、狼牙

棒、流星锤、金钟罩、鸳 鸯 拳、牛 舌 掌、剪 刀 指 等。另 外 还 有，

蹬足起身被形象化 为“鲤 鱼 打 挺”；提 膝 亮 掌 称“金 鸡 独 立”；

坐盘称“枯树盘根”；仆步穿掌称“燕子抄水”⋯⋯在形象的选

取上，不仅包括日常 生 活 中 的 各 种 动 植 物 和 事 物 形 象，而 且

还喜欢运用一些具 有 浓 厚 民 族 色 彩 的 龙、凤 形 象，例 如 凤 眼

拳、凤尾镡、青龙偃月 刀、青 龙 探 爪、叶 底 藏 龙、百 鸟 朝 凤 等；

有的术语形象直接 取 自 于 神 话 故 事、宗 教 传 说 和 人 物 典 故，

如二郎担山、轩 辕 跨 虎、观 音 掌、判 官 笔、八 仙 过 海、霸 王 别

姬、荆柯刺秦、吕布拖戟等。

毋容置疑，武术术语中“以形传神”的审美追求有利于武

术的接受与传播。然而“象形取意”虽得于新奇醒目、想象之

美，但往往失于内涵 和 概 念 表 述 上 含 混 和 缺 乏 理 性 逻 辑，例

如人们就很难将“木 虎”这 一 器 械 名 称 与 日 常 生 活 中 的“板

凳”联系起来。因此 形 象 化 武 术 术 语 翻 译 时，会 造 成 理 解 上

的困难以及形象保留和译语接受之间的矛盾。

# C" “敷陈其事而道言之”的明理宗旨

武术术语在 追 求 名 实 相 符 和 审 美 情 趣 之 外，还 讲 求 明

理，即对武术文化渊源和内在机理加以深刻揭示。最直接的

表现莫过于武术术语 表 达 中 借 用 了 许 多 传 统 文 化 的 哲 理 概

念、术语词汇，如太极拳、八卦掌、五行拳、六合拳、阴阳剑、形

意拳、八极拳、开合术、自然门、无极功、混元导气功。上述太

极、八卦、五行等概念术语本属古代哲学范畴，是对世界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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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源———“道”这一哲学命题的经典诠释，而这些哲理学说

却被有意识地纳入武术术语命名中，目的就在于揭示武术文

化实质及内在规律，比如，太极拳原名为绵拳或长拳，直到清

代王宗岳以 太 极 阴 阳 哲 理 喻 其 拳 势 后 才 更 名 为 太 极 拳；同

样，心意拳，因其理法于形神相合之传统文化观念，便改称为

形意拳，而八卦掌也是由转掌之称改为现名［!"］。

“敷陈其事而道言 之”的 言 说 方 式 和 文 化 诉 求 心 理 为 武

术术语注入了深厚 的 文 化 底 蕴，并 且 直 击 武 术 理 论 之 精 髓。

但这些抽象而笼统 的 哲 理 术 语 与“神 韵”、“味”等 文 论 术 语

一样，让人“一看就明白，一问就糊涂”（季羡林语），在跨文化

交际中，势必引发词 汇 与 文 化 空 缺 问 题。正 可 谓，武 术 家 之

“乐园”，却是翻译者的“梦魇”，非常之“道”，尤需非常之译。

! 武术术语英译的文化表现问题

! #" 武术术语翻译文化定位与标准

武术术语作为承载和推广武术文化的媒介之一，武术术

语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就是通过文化解读和文化

表现来“翻 译 容 载 或 含 蕴 着 文 化 信 息 的 意 义”［!$］。特 别 是，

随着传统武术日趋式微，濒临失传，太极拳、少林武术都在纷

纷申请世界非自然遗产保护，将武术术语翻译定位于文化翻

译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正与“文化转向”的译学思潮

相契合。唯有向民族文化回归，方能有助于武术作为国粹广

为传播而不朽。

“天人合一”，万 法 难 离 其 宗。 武 术 文 化 之 纲 要 乃 在 于

“合”：肢体形于外与心意诚于内，对立双方、有形与无形之和

谐统一。武术的基本 规 律 就 在 于 内 外 双 修、神 形 并 重，而 翻

译与此颇为相似，旨 在 追 求 内 容 与 形 式 传 达 的 统 一，神 似 与

形似的统一。因此，不 妨 以 武 术 之 道 来 喻 翻 译 之 道，将 武 术

术语英译原则标为“外 尽 其 形，内 显 其 理”，即 在 追 求 术 语 语

言特征、审美风格传 达 的 同 时，着 眼 于 所 承 载 的 精 神 文 化 与

器物文化的传承和彰显。

! ## 武术术语英译中音译的文化表现力

由于“译必从意”的传统理念和倚重名实相符、意义可解

的认知心理，音译屡遭驳诘，其在文化翻译，特别是译名中之

独特功用似乎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具体到武术术语，若依据

金惠康先生［!%］的观点，至少有以下 " 种 情 况 宜 用 音 译：一 是

术语中的地名、人名。我国早有文件规定地名等专名不得采

用外文，可见武术术 语 中 地 名、人 名 的 音 译 问 题 关 乎 民 族 文

化尊严和国家语言政策。二是义理本深，阐释乏力，当用音

译。如《汉 英 武 术 词 汇》将“八 卦 掌”、“八 极 拳”分 别 译 意 为

“&’()* + ,’-(.-/ 0-1/”、“&’()* &2*.&/&3 452’6(”，意 义 含 混 与 文

化损耗不言自明，同 样，诸 如 太 极、阴 阳、六 合 等 概 念 以 及 软

开门、八门九锁拳、八门奇势连环拳等术语更是难究其意，应

去繁就简，音译为主。三是一些普通词汇在武术文化语境中

已另有所指或甚至 完 全 丧 失 原 意，若 循 意 而 译，容 易 曲 解 与

误导。如《英汉汉英 武 术 常 用 词 汇》中“炮 捶”和“窝 心 炮”被

译为“7-6656 452’6(”、“7-6656 58* 59 *)& 4535/”。“炮 捶”乃 传

统拳种，理法阴阳，发劲刚阳，五行属火，得此名，有窝心炮等

十二种技法［:］，与现代“火炮”（7-6656）之字面意思不相等同，

若对号入座，实则谬矣。而在花拳、太空拳、子母拳这类术语

中，“花”、“太空”、“子母”只是命名符号，名实相去甚远，不能

意译为 915;&.、30-7& 和 356 + /5*)&.，皆不妨依音而译。

音译在克服语言差异，保护文化传承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方面不失为一大利器。至于武术术语音译的接受问题，似乎

不必过于忧 虑 以 致 束 缚 了 手 脚，正 所 谓 共 性 乃 寓 于 个 性 之

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例如功夫、气功、太极拳之音译

早已作为固定词汇 进 入 了 英、法 等 多 种 语 言，而 如 今 国 际 武

术联合会也 将“武 术”译 名 定 为 汉 语 拼 音“;83)8”。同 时，再

观日本的柔道（<8,5）、空手道（=-.-*&）、剑道（=&6,5）、韩国跆拳

道（*-&=;56,5）莫不音译而异化出之。此外，更有“双节 棍”之

名也并非译意为“*;5 + 3&7*’56 78,(&1”，而是根据其日语读音，

译为“6867)-=8”，并成功“入侵”英语。

! #! 武术术语英译中“语码混杂”的文化交融

语码混杂指使用一种语言时，夹杂着另一种语言成分的

词、词组或语音形式［!:］。单纯从翻译技巧来看，就 是 部 分 译

意与部分译音的合成技法，而从文化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角

度，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和不同文化的交融性。不可

否认，在一些类属性或范畴性概念上，例如身、手、腿、掌之功

法、翻、腾、转、挪之动作以及一些器械物事方面，传统武术文

化与西方搏击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在一些具体特指性概念中

却存在着文 化 空 缺。 比 如 青 萍 剑、八 卦 双 刀、少 林 棍、洪 门

手、观音掌、太 极 推 手、杨 家 枪 等 术 语 翻 译 中，基 于“文 化 共

核”，剑、双刀、棍、手法、掌 法、枪 之 类 的 范 畴 性 概 念 可 译 意，

而具 体 概 念 只 得 借 助 汉 语 拼 音，于 是 便 形 成 了 >’6(0’6(

3;5.,、?-(8- ,5841& 4.5-,3;5.,3、@)-51’6 78,(&1、A56(/&6 )-6,、

B8-6C’6 0-1/、D-’<’ 083) + )-6,、E-6( + 3*C1& 30&-.01-C 等中国 式

英语表达。这种具体 概 念 取 音 而 类 属 概 念 译 意 的 语 码 混 杂

策略，不仅能补偿译 意 时 的 文 化 流 失，凸 显 术 语 中 的 文 化 个

性，而且还可 提 醒 读 者，译 文 并 非 完 全 等 值，存 在 着 文 化 交

融。

! #$ 武术术语英译中形象的文化移植

既然“形象寓意”的审美追求是武术语言一大特色，形象

的淡化与缺省势必 带 来 文 化 流 失，译 者 需 尽 量 移 植，最 大 限

度地保持“原汁原味”。对于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植物

和事物形象，如 月 牙 铲、流 星 锤、飞 虹 剑、燕 子 入 林、白 蛇 伏

草、扑虎 落 地、金 刚 捣 碓，可 直 译 为 7.&37&6* 3)5F&1、/&*&5.’7

)-//&.、91C’6( + .-’645; 3;5.,、3;-115; 91C’6( ’6*5 ;55,3、;)’*&

36-=&’3 )’,’6( ’6 (.-33、05867& 56 - *’(&.、F-<-. 0586,’6( /5.*-.，而

随着龙、凤等民族形 象 渐 为 外 国 读 者 所 接 受，也 不 妨 直 接 移

植，如 30.&-, 0)5&6’2’3 ;’6(3（凤 凰 展 翅）、41-7= ,.-(56 75’1’6(

-.586, 0’11-.（乌龙绞柱）等。当然也有 一 些 人 物 形 象，如 苏 秦

背剑、关公托袍、敬德拖鞭、武松脱铐等，因语出典故，不得不

音译或淡化处理。笔 者 承 认，在 术 语 概 念 准 确 传 达 方 面，形

象移植有时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但事实上，即便汉语读者，

若不熟悉武术，对许多术语内涵恐怕也是一筹莫展。试比较

一下金鸡独立和鲤鱼打挺的两种译法：3*-6, 56 56& 955*、<8/0

80 9.5/ *)& 1C’6( 053’*’56 与 053& -3 (51,&6 0)&-3-6* 56 56& 1&(、

*-=& - 7-.0’3 1&-0，不难 发 现，从 审 美 情 趣 和 文 化 韵 味 整 体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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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象移植仍利大于弊。

! !" 武术术语英译中借词的文化适应

文化共性客观存在，武 术 术 语 英 译 有 时 可 直 接 吸 收、套

用一些其它专业或领 域 中 较 为 固 定 且 广 为 接 受 的 词 汇 或 概

念，例如：可借用西方拳击中的 "#$% &’()、*+(,（&’()）、-,,%.*-/
来译武 术 中 的“假 拳”、“栽 拳”、“抄 拳”（“撩”）；用 摔 跤 中 的

*.(00 1 &-//(*$、0#’/(、&.%#$ &.234% 来 译 武 术 中 的“过 背 摔”、“抱

腰过胸”、“压桥”；用体操中的 &#’#5*% 0/#53、&#’#5*% 0/#53 023%6

)#70 来译武术中的“燕式平衡”、“侧身平衡”⋯⋯武术术语有

鲜明的专业特点和文化内涵，翻译中的借用或套用必须基于

文化适应这一语用前提之上，否则由于语言历时和共时性以

及文化间差异，便会 导 致 文 化 错 位 与 误 读。在 本 文 开 始，笔

者就详细论述了不能借用源于古罗马、希腊竞技格斗文化的

“&(8254”来套译武 术 中 的“拳”，原 因 就 是 文 化 不 相 适 应。又

如，太极拳中有一 术 语 名 为“手 挥 琵 琶”，9’#2*+2 "(. :%4255%.0
里译为“,’#7 4-2/#.”［;］，套 用 西 洋 乐 器 之 名 来 译“琵 琶”，不 仅

时空 错 位，更 是 文 化 错 位，事 实 上 <5*7*’(,#%32# :.2/#552*# 中

已收有“,2,#”一 词。再 举 一 例，武 术 杂 兵 器 之“判 官 笔”，《汉

英武术 词 汇》译 为“ =-34% ,%5”，显 然 名 实 不 符，而 笔 者 曾 见

“>02.20”一词译为“判官”，《韦氏词典》释为“ /+% <47,/2#5 4(3 ("

/+% -53%.)(.’3 #53 +-0&#53 #53 &.(/+%. (" ?020”，若 据 此 译 为

>02.20’).2/254&.-0+，恐怕在文化上仍出入较大，值得商榷。

! !# 武术术语英译中图像注解的视觉文化

以图示意、图文并举 是 武 术 中 一 种 独 特 的 话 语 方 式，像

《三才图会》之类 的 古 代 武 术 图 解 文 献 不 乏 所 见。译 名 加 注

本为翻译常用技巧之一，但大都只诉诸于语言文字媒介。武

术术语翻译，尤其是技术动作和器械类词汇，专业特征较强，

读者难免会产生理解 上 的 障 碍，正 如 比 利 时 学 者 马 克·特 博

姆［;@］所言，由 于 文 化 差 异，用 母 语 以 外 的 语 言 来 解 释 武 术

时，往往变得不那么好理解了。译名之外，当为附注，如果运

用文字注解，恐累赘 冗 长 仍 难 尽 其 意，此 时 不 妨 巧 妙 运 用 图

像注解。图像注解可归入“符际翻译”之中，但本质上实为一

种视觉文化现象、一 种 跨 媒 介 的 文 化 表 现 策 略，不 仅 能 将 抽

象概念具体形象化，而 且 能 保 证 文 化 信 息 传 达 的 完 整、准 确

与简洁，同时在表达方式和阅读上增添了许多审美情趣。例

如，武术步法中的“虚步”，常译名为“%A,/7 0/%,”，曾见文字注

解，仅汉语竟长 达 二 百 余 字［;B］，而 图 像 注 解，只 需 数 笔 就 勾

勒成像，相关 步 法 要 求 与 要 点 尽 在 其 中。 又 如 武 术 双 器 械

“峨嵋刺”，习惯译 为“<A%2 3#44%.0”，“峨 嵋 刺”究 竟 为 何 种 器

物，笔者按照英译文 字（3#44%.）而 求 解，始 终 未 明 白，后 经 查

阅附注图像，器物细 节 形 象 便 一 目 了 然，原 来“峨 嵋 刺”并 非

属匕首类，外形颇似针状，准确应译为“<A%2 5%%3’%0”。

“武术属于 体 育，但 高 于 一 般 体 育”［;C］。 武 术 浸 透 着 传

统哲学、兵学、医学、美 学 等 睿 智 与 底 蕴，是 几 千 年 中 华 灿 烂

文化的结晶和缩影。武 术 翻 译 的 价 值 取 向 和 功 用 就 在 于 民

族文化品格的彰显与传承，而武术翻译之难亦在于此。具体

到武术术语英译，须“外尽其形，内显其理”，不仅要求专业特

色与概念的准确诠 释，更 要 求 文 化 义 理 的 译 介，并 藉 此 构 架

起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唯此方算尽了翻译之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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