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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施治。

“整体观念”这个术语在中医学中具有独特含义，对其正确理解

至关重要，只有准确翻译才能使外国人体会到其实质。但要想

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词是比较困难的。关于“整体观念”

在《汉英常用中医词汇》及新出版的《中医基础理论》上册中，或

被译为“&’&()*+,”或译为“-./01”或译为“,.0/2,01”。在此愚意

认为值得商榷，提出来仅供参考。

“整体”就是完整性，统一性。“整体观念”作为中医术语有

两层基本含义。从结构上来说，人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不可

分割的，在生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资助、相互制约的；在病理

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人又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运动

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人体也必然相应地产生生理或

病理上的反映。重要的是人体绝不是由组成它的各个组织器

官的简单相加。

汉语 中“整 体”二 字，英 语 中 表 达 的 词 较 多，常 见 的 有

“()*+,”、“-./01”、“,.0/2,01”、“3*45+,0,”和“)*+/’0/3”。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以下简称《牛津辞

典》）解释为“.*0/.6-2,7*27&4&8,7；-.92*:,.”《英汉辞海》认为

()*+,来自中古英语的“)**+),&+0)1”，意思为-.)-20。综合其

他工具书得出其确切含义为“完整体的，齐全的，未受损的”，可

见其表示的是“没有受损的完整性”。这显然与中医学认为人

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观念不相符。

-./01：《牛津辞典》第;版解释道：“0),’0&0,*<9,/.8-./0,7，

&.&22&.8,4,.0*<5&20’0*<*24&3*45+,0,()*+,”，“联合、结合、

统一、协调”。《英汉辞海》认为-./01指“相关部分的总和。复

杂的整体或整个系统由不同部分、因素组成一体的完整性”。

显然-./01表示的“整体”重点在与组成整体的单位，单位（-./0）

相对，指的是从-./0到-./01的联合状态。而-./0在医学上主

要用来表示“单元、单位、遗传单位”。如果用在中医学中易造

成人是由一些组织器官机构地组合而成。

至于,.0/2,，3*45+,0,大 都 解 释 为()*+,，-.92*:,.即 与

()*+,大致相同。这几个词用来表示中医整体观从词义角度看

均属欠准确。中医整体观本身也是一确定的重要述语，英语中

也应用一个固定的词对译。

)*+/’0/3，日常用得少，在古印欧语中亦有“全部的、完整的、

未受损”含义。后来被用作指一种哲学理论（)*+/’4）。这种观

点认为自然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一些不能归结为部分的总

和的整体（如有机体）；整体不可全然无余地分析为它的各个部

分的总和或彼此分立而无联系的单个元素，这样)*+/’0/3的含

义也有了一些变化，即有“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或

功能关系的含义”。如果用)*+/’0/3翻译中医整体观，也就具有

一定的哲学渊源。可见，从词源学角度上看)*+/’0/3比其他几个

词更准确一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01，,.0/2,01，3*45+,0,，

)*+/’0/3几个词中，以)*+/’0/3之含义最接近中医“整体观”。

中医较之传统西医更加重视精神、情志、环境对人体的影

响。当前关于新的医学模式的讨论也正是为了吸取中西医之

所长创造出新的医学。医学的“整体化与技术化是当今医学的

两大主要发展趋势”。所谓整体化即整体医学。=>?4-0’（"@$#
!"AB#）首 先 把 )*+/’0/3引 入 医 学，创 用 整 体 医 学 )*+/’0/3
4,7/3/.,一词。其观点认为精神和生命都由单位结构组成，它

们的综合产生自然的总体或有机体，一个整体总是大于它的部

分的总和。整体医学更重视人的心理、环境、工作、经济状况对

人健康的影响。由于对传统西方医学的不满，近十多年来，整

体医学一直是西方医学界的热门话题。如"A$;年C>D,’09,28
在美国伊利诺尹州创建了第一所整体健康中心（E*+/’0/3E,&+0)
F,.0,2），让患者既能得到生理上的治疗，又能获得精神上的满

足。"A$@年B月美国整体医学会（G4,2/3&.E*+/’0/3H,7/3&+
G’’*3/&0/*.）在丹佛尔市成立。以后“整体健康协会”（G’’*3/&I
0/*.<*2E*+/’0/3E,&+0)），整体健 康 和 营 养 研 究 所（E,&+0)&.7
J-02/2/*.K.’0/0-0,）陆续成立。不论整体医学的哪一个学派，实

际上都与中医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体医学就

是西方医学吸收东方医学的一个尝试。国外的“中医热”与整

体医学运动的高潮密切相关。所以，用与整体医学相同的词

“)*+/’0/3”翻译中医术语“整体观念”，实际上是把中医学放在世

界医学发展趋势上来考虑，使外国人能结合他们自己的历史更

深刻地理解中医学的整体观。

总之，无论从词源学角度，还是从医学发展方向上考虑，

)*+/’0/3比其他几个词更能准确反映出中医学整体观的含义，同

时也更有助于外国人理解中医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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