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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论《黄帝内经素问》篇名的英译

———兼评两个英译本的英译篇名
兰凤利

《黄帝内经素问》（以下简称《素问》）是中医基本理

论的渊薮，也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存《素问》的内容来看，这部著作决非出自一时、一

人之笔，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医家经验的总

结汇编〔#〕，也就是一本论文集。而每篇论文的题目，也

便是中医从业者所耳熟能详的篇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题是作者给读者发出的“请

柬”。就译者而言，如何替二千多年前的原作者发出这

份“请柬”，邀请英语读者来欣赏这部传世之作呢？本

文拟对国外出版的《素问》的两个主要英译本〔!，$〕的英

译篇名进行评析，以探讨这一中医经典之作篇名的英

译原则、标准及方法。

两个英译本的英译篇名评析

# ’’:0;&126之英译篇名评析 ’’:0;&126女士是

位医史学家，也是第一位将《素问》译成英文并公开出

版的学者，;&126以西方的医史学家为读者对象，翻译

了《素问》的#—$*章。《内科学档案》（<5961=&>7?@3.
2&530’A&B1913&）称，“作者’’:0;&126创作了一部迷人

的，但又具有学术性的著作”〔!〕。归结起来，她的英译

篇名有如下特点。

#C# 直译为主，注重形合 直译法是指在不违背

英语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在英译文中完全保留汉语词

语的指称意义，求得内容与形式相符的方法〔*〕。直译

所产生的译文，一般而言，均具有较好的回译性。我们

可通过回译检验译文的准确性〔D〕，保持原文固有的特

色。如：

#C#C# 生气通天论

题解：本篇论述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息息相通

的道理，故名篇。英译：%5&021>&7326&E7//F31902173
7?26&G759&7?H1?&I126J&0=&3〔!〕。〔注：除非标明参

考文献，题解均参录：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8黄帝

内经 素 问 校 释（上、下 册）8北 京：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KK#〕

#C#C! 五藏生成篇

题解：本篇论述五藏与外环境及体内各组织的联

系，体现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道理，故

名篇。英译：%5&021>&7326&G1=&;1>9&5013L&’0217327
%6&15M05213M&5?&92134H1?&

〔!〕。

#C#C$ 三部九候论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三部九候的诊脉方法，并通过

察三部九候脉象的变化，以判断疾病变化和预决死生，

故名篇。英译：%5&021>&7326&%65&&L&4173>03B26&
N13&OFPB1=1>173>〔!〕。

以上篇名的英译，不仅顾及到形合，还兼顾意合，

不失为佳译。但仅顾形合而误译篇名者，则为数更多。

如有下划线者为误译：

#C#C* 异法方宜论

题解：本篇指出由于地域不同，所患疾病不同，因

之治病方法亦不同，而是各有其所宜，故名篇。英译：

%6&Q1??&5&32A&267B>7?%5&02/&3203B26&<RR57R51.
02&M5&>951R2173>

〔!〕，改译：OF12134A&267B>7?%5&02/&32
27H790’E73B12173>。

#C#CD 诊要经终论

题解：本篇以论述诊病要道及十二经脉之终为重

点，故名篇。英译：%5&021>&7326&@/R752032-S0/130.
21737?26&@3=0510P’&LF’&>7?Q&026〔!〕，改译：->>&3210’>
7?Q10437>219>03BE7’’0R>&7?E6033&’>。

#C#C) 逆调论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由于阴阳、营卫等功能失调而

引起的疾病，故名篇。英译：%5&021>&73L&P&’’17303B
J05/73T

〔!〕，改译：Q1>605/731&>。

#C! 增译为辅，力求形意皆合 ;&126为了使译

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和精神等方面对等起来，翻译

时，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必要的单词或词组。如有

下划线者为增译：

#C!C# 四气调神大论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人体应顺从四时气候的变化

来调摄精神活动，使之适应自然界生长收藏的规律，从

而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故名篇。英译：U5&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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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7575 汤液醪醴论

题解：本篇首论古代制作汤液醪醴的意义，故名篇

英译：8*$)!"#$%&!’$8*$)!+$&!4"!’(%!9)!$*，:";3
1"<=$<">"&$#，!’$:$$#%-9"&$，)&<24$$!9"&$〔5〕。

从?$"!’英译的篇名来看，?$"!’一直在努力再现

原文的形式与风格。?$"!’的译文也确实得到了《科

学》（2>"$&>$）、《美国医学会会刊》（@.=.）、《加州医

学》（A)B"-%*&")=$<">"&$）等权威杂志的高度评价。然

而，仅就篇名的英译来看，限于译者的中文功底，仍存

在不少因理解不当而造成的误译，如将“阴阳别论”、

“五藏别论”、“经脉别论”的“别”译释为“#$/)*)!$B,”或

“<"#!"&C1"#’”，“灵兰秘典论”的“灵兰”译为“D&C$&"%1#
)&<21E!B$!,”，“玉机真藏论”的“玉机”译为“F*$>"%1#
=$>’)&"#+#”，等等。

5 =)%#’"&CG"之英译篇名评析 =)%#’"&CG"
是一位美籍华裔中医师，他以中医学专业的学生以及

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为读者对象，将《素问》全部译

成英文，并为此加入了大量的评论和解释。也正如译

者所说，此译本是“.G$48*)&#B)!"%&%-!’$G$"H"&C
214$&4"!’A%++$&!)*,”，可看成是《素问》的英文版

“白话解”。他所译的篇名相当简练，归纳起来，有如下

特点。

576 大量意译，注重意合 意译法，是指译者在

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

字面意义，以求译文与原文的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

能相似的方法〔I〕。如：

57676 宝命全形论

题解：本篇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欲

保全形体，须宝惜天命，故名篇。英译：8’$F*$#$*J)3
!"%&%-($)B!’。

57675 五常政大论

题解：本篇重点论述五运六气主时所引起的气象、

物候变化及发病情况。因首先论及五运正常的政令，

故名篇。英译：K1B$#%-F’)#$L&$*C$!">#。

说明：“0"J$F’)#$#”是国外很流行的“五行”的对

应译语。

此外，还有不少“得‘意’忘‘形’，出神入‘化’”之

意，如：

5767I 灵兰秘典论

题解：灵台兰室相传为黄帝藏书之所，以本篇所述

至关重要，作者意欲强调其为值得秘藏的典籍，故名

篇。英译：8’$2)>*$<8$)>’"&C#。

5767M 汤液醪醴论

题解：见67575。英译：8’$.*!%-=$<">"&$。

575 兼用直译，保持原文特色 如：

57576 金匮真言论

题解：作者以本篇所论至关重要，而喻之为可藏于

金匮流传万世的真言，故名篇。英译：8’$8*1!’-*%+
!’$N%B<$&A’)+E$*。

57575 刺齐论

题解：本篇论述以皮、脉、肉、筋、骨的不同分部，作

为针刺深浅不一的分剂，故名篇。“齐”与“剂”同，英

译：G$$<B"&CO$/!’"&.>1/1&>!1*$。

57I 音译意译结合，译释某些论病篇名 音译意

译结合法是指在英译中既保留原文的发音，又能体现

原文的指称意义，以谐音又谐意的方式达到功能相

似〔M〕。=)%#’"&CG"采用的是在拼音之后加上一个表

意的词，如：

57I76 痹论 英译：8’$P"2,&<*%+$。

57I75 痿论 英译：9$"A%&<"!"%&#。

57M 省词翻译，力求简练 省词译法，就是把原

文中需要而译文中不需要的单词、词组等在翻译过程

中加以省略〔Q〕。如：

57M76 平人气象论

题解：本篇着重讨论平人的脉气与脉象，并以平人

的脉象与病人的脉象相互对比，分析病情，故名篇。英

译：F1B#$.&)B,#"#。

57M75 离合真邪论

题解：本篇重点论述真气与邪气的离、合同疾病的

关系，故名篇。英译：F)!’%C$&#。

57Q 增词翻译，力求意明 如有下划线者为增

译。

57Q76 阴阳应象大论

题解：本篇将阴阳学说的理论，体现于自然界具体

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现象之中，加以阐述，故名篇。英

译：8’$ =)&"-$#!)!"%&%-R"&)&<R)&C0*%+!’$
=)>*%>%#+!%!’$=">*%>%#+。

57Q75 咳论

题解：本篇重点讨论了咳嗽的病因、病机、症状和

治疗 原 则，故 名 篇。英 译：L!"%B%C,，O")C&%#"#，)&<
8*$)!+$&!%-A%1C’。

57S 依内容重新译写篇名 如：

57S76 玉机真藏论

题解：本篇因论述真藏之气，在诊断方面的价值，

好似用天文仪器玉机窥测天象那样重要，故名篇。英

译：2$)#%&)B?)*")!"%&#)&<.E&%*+)B"!"$#"&F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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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篇主要说明四时太过与不及的病脉，以及

真藏脉的病象；并阐述了疾病传变规律，最后讨论了五

虚和五实的病状和预后〔!〕。

"#!#" 三部九侯论

题 解：见 $#$#%。 英 译：&’(’)*+,+,-.+/’0,1
&’0(2。

说明：本篇讨论了三部九侯的诊脉及各种脉象的

病证、刺法和死期〔!〕。

"#3 使用副标题 此外，译者还会偶尔添加副标

题。如：厥论 英译：45’67,1+(+7,8：92’:’;0)0(+7,7/
<+,0,1<0,-。

可见，=0782+,->+的英译篇名既简练又切题，且

选词通俗易懂，是一本难得的“普及版”优秀译著。

《素问》篇名英译的原则、标准及方法

$ 理解是翻译的基础 著名学者?’7)-’:(’+,’)
在他$@3A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方面的鸿篇巨制《通天塔

———语言与翻译面面观》（B/(’)C0D’E———B8;’F(87/
.0,-50-’0,19)0,8E0(+7,）的 第$章 就 专 论“G,1’)H
8(0,1+,-089)0,8E0(+7,”，即“理解就是翻译”，也就是

说，翻译取决于理解的程度〔3〕。EEI0J’+(2的误译主要

是望文生义，对原文理解不当造成的。即使是作为中

医师的 =0782+,->+也因理解不当而误译了一些篇

名。如“厥论”，译者添加副标题将其译成“45’67,1+H
(+7,8：92’:’;0)0(+7,7/<+,0,1<0,-”，这本身是个好

办法，但是此副标题却使《素问》所论及的本不互相矛

盾的医理前后矛盾〔按：《生气通天论》“阴阳离决，精气

乃绝”。又《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

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又如“缪刺

论”专论“缪刺”，《素问识》云：“左病刺右，右病刺左，交

错其 处，故 曰 缪 刺 ”，那 么，译 者 何 以 将 之 译 成

“BF5;5,F(5)+,-(2’:5;’)/+F+0E.57”？

笔者认为，要理解和翻译《素问》这样的中医古籍，

就必须同时掌握中医学知识，具备扎实的古汉语（医古

文）基础，精通外语，具备一定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素养，

了解西医的理论与实践，还要熟悉中国古典哲学。

" 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

和技巧，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 王佐良教授说：“吸

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

大事”〔K〕。英 国 维 多 利 亚 时 代 的 优 秀 学 者 =0((2’L
B*7E1（$K""—$KKK）就曾提出“翻译为谁”的问题———

译文是仅仅忠实于原作，还是应更多地把译文读者放

在心里〔3〕？EEI0J’+(2，=0782+,->+分别以西方的医史

学家、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为

读者对象，因此他们的英译篇名也便各有千秋。

在把握原文的内容意旨之后，如何依不同的读者

对象来翻译《素问》，这样一部独具中国医学文化特色

的经典的篇名呢？刘士聪教授在谈到翻译文学作品里

所包含的中国特有的文化因素时，提到应运用注释、或

增或舍，在译文中作出解释，努力再现原文的形式与风

格〔@〕等方法来加以处理。这些方法均可借鉴。以下就

不同 的 读 者 对 象，就《素 问》篇 名 的 英 译 分 别 加 以

说明。

"#$ 以中医学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人员为读者

对象 针对这群读者，译者应努力再现原文的内容、形

式与风格，所译的译本应是一个学术性的、严肃的译

本。&0M+1N0LO8在他的《红楼梦》英译本《序言》里谈

到这个问题时说：“我自始至终遵守一个不变的原则：

就是把所有的一切———甚至双关语———都译出来⋯⋯

我敢于假定小说中的一枝一叶都有其作用，必须用各

种方式加以交待。我不能自命在这方面完全成功，可

是如果我可以将这部中国小说所给予我的满足之感传

达读者以万一，那我就不虚此生了〔@〕。”他实际上讲了

三个原则：“把所有的一切都译出来”；“用各种方式加

以交待”；传达“满足之感”。为此，笔者建议：

"#$#$ 直译为主，强调回译性 鉴于《素问》是一

部经典之作，国内中医从业者都熟谙各篇篇名，因此强

调回译性有利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当然，为

了明意、简练，直译的同时，亦可适当地增词或省词。

"#$#" 运用注释，解释篇名的命名含义或对篇名

中的病名作必要的解释 直译的同时，以注释解释篇

名的命名含义，让读者知其所以“名”。涉及到病名的，

如“痹论”，在据该篇所限定的意义译好之后，还应对中

医的“痹”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解释。

"#$#% 适当使用副标题 如“灵兰秘典论”（题解

见"#$#%）主要讨论了人身十二藏腑的生理功能，翻译

时，在直译篇名之后，再使用副标题点明本篇的内容，

可译为：:’F)’(P’F7)18/)7*P7Q0E.+D)0)Q：R5,F(+7,8
7/<+,0,1<0,-S)-0,8。

"#" 以中医学专业低年级学生及对中医感兴趣

的外行人为读者对象 针对这群读者，译者应对全书

各篇的内容及篇名的命名含义有透彻的理解，尽量不

用或少用注释，注重意合，抓住各篇的核心内容，突出

主题，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必要时，可据该篇内容重新

译写篇名。=0782+,->+的《素问》英译篇名尽管也有

一些不当之处，但瑕不掩瑜，其翻译方法仍值得学习

借鉴。

% 英译篇名风格一致，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素问》中文篇名风格一致时，英文篇名风格亦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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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如吴氏父子〔!"〕将“刺热”、“刺疟”、“刺腰痛”三

篇分别译为“#$%&%’$(%)*+,)-)*.(/’0(1*2*3)/4*5/67
*.6*6,+(1* 8/6$*).”、“9’ -)*.(/’0 :.4.)/. ;/(1
#$%&%’$(%)*”、“-1*<)/$=/’0-1*).&>+,)?%@3.0,,+
8.)/,%6A1.’’*46”，可见，英文的用词、形式与风格均

互不相同。建议分别译为“#$%&%’$(%)*-)*.(@*’(,+
2*3)/4*5/6*.6*6”、“#$%&%’$(%)*-)*.(@*’(,+:.4.)/.7
?/=*B44’*66*6”、“#$%&%’$(%)*-)*.(@*’(,+?%@3.)
<./’”，以使译文的形式与风格同原文相互一致。

不管是学术性还是普及性译本，《素问》都是国内

外公认的中医经典之作，因此其英译亦应符合国内外

中医英译的发展趋势，不宜另造译语。也就是说，术语

应在国内外流行的两种主要术语体系中选择，并应注

意同一译著中同一术语的英译应前后一致。:.,61/’0
C/的英译篇名中便存在很多同一术语的英译前后不

一致情况，如“经脉”，时而译为“@*)/D/.’”，时而译为

“$1.’’*4”；“络”，时而译为“$,44.(*).4”，时而又音译为

“4%,”；“热 病”，时 而 译 为“+*3)/4*D/6*.6*”，时 而 译 为

“;*’3/’0”；等等，应力戒。

E 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符合英文文章标题要求

译者要在忠实原意的前提下把篇名译得符合英文读者

的习惯，就应参照英文标题的特点：省略冠词、篇名中

的“⋯⋯论（大论）”，亦可不必译出，从而将篇名译得简

练、切题、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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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及血瘀证高级论坛及研修班征文通知

“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及血瘀证高级论坛及研修班”经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批准，计划J""E年H月下旬在新疆乌鲁

木齐市召开。届时将请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院士及戴瑞鸿、廖家桢、徐诚斌、范维琥、李清朗、杨跃进、火树华、洪秀

芳、史载祥、张敏洲、廖福龙、王硕仁等教授，就下列题目作专题讲座：（!）后再灌注时代心脑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J）心肌梗死

的再灌注治疗；（W）血管新生；（E）有关心血管病血瘀证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及活血化瘀药理学研究进展；（U）高血压病、高脂血

症及动脉粥样硬化问题。

为配合此次研修和促进全国中西医结合医疗在上述心血管病热点问题研究进展的交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证专业

委员会和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特联合向全国征集会议论文。来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南小街海运仓U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王硕仁、赵明镜收，邮政编码!""T""，截稿日期：J""E年V月W"日。

·HV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J""E年W月第JE卷第W期AMB-Z:，:.)$1J""E，8,4FJE，C,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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