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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1)
兰凤利

《素问》与《灵枢》合称《黄帝内经》，为我国现存最

早的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医学典籍。《素问》是《黄帝内

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是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渊

薮，也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

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内经》仍

列“四大经典”之首，为学习中医者的必读之书，也是世

界各国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史、医学史的重要著作。

从1925年到2003年近80年间，出现了9种《素

问》英译本，成为中医古籍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

风景。这些译本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打上了鲜明的

时代烙印，体现了中医学名词术语英译在国内外的发

展进程。译本之间差异很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

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

成的不同影响。显然，如果今天只用某一翻译标准对

这些译本进行规定性的褒贬，那么，有些译本的历史价

值则会被一笔抹杀。因此，我们引入多元系统理论，对

每种译本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背景进行全面历时

性描述，以真正了解《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伟大

意义。

1 翻译研究新视角

多元系统理论与描写性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者Ita—

mar 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范围：文学翻译理论)时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绝

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且强调

“批评”(criticism)与“研究”(research)之间的差别H’。

从我困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来看，我们所关注的焦

点多为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以及具体译作的

分析和点评等，即Even—Zohar所说的“批评”(criti—

cism)，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即

Even．Zohar所说的“研究”(research)。“批评”属于应

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研究”，则更

着重于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

20世纪80～90年代，Even—zohar的年轻同事

Gideon Toury又发展其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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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

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

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

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ption)。这一描

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

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

由于它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

期望的干扰，能真正昭示每一种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

值，因此，跨越了近80年，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9种

译本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十分适合这种描写

性研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翻译事业也为描

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提供了珍贵的个案。

2《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分为3个

部分。第一部分以表格形式简要介绍《黄帝内经素问》

的9种英译版本。第二部分是对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

述。本文将《黄帝内经素问》的英译历程分为3个历史

时期，根据不同时期译本的特征，力图考证特定历史背

景中译者的意图，不同历史时期《黄帝内经素问》英译

本在英美文化(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不同的地位及功

能，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中医古籍英译的规范与倾

向。第三部分是作者在历时性描述的基础上总结出来

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历程的发展脉络。

3《黄帝内经素问》9种英译本简介 见表l。

4《素问》英译历程的历时性描述

4．1第一阶段 1925—1950。这一历史时期有

3种《素问》英译本：Dawson，Percy．M．译本，veith，

11za译本及黄雯译本。

中医学对西方的交流与传播始自明代。最早是由

来华传教士带着颇为好奇的心理或将自己的亲历介绍

给西方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第一个比较准确

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医学¨2。川。而真正全面介绍中医

学的书是《医钥和中国脉理》(C1avis Medica ad Chi—

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此书分六大部分，译有

王叔和《脉经》、舌诊、气色诊病等医理及中药名289

条，作者卜弥格(Michel。Pierre Boym，1612—1659)．

168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拉丁文)¨2，1“。

 万方数据



·948 生垦史耍垦笙盒鳌查!!!!堡!!旦笙丝鲞笙!!塑婴!!翌堕-Q堕生堕型坐生j尘L型L旦生业

—i=_—了忑———而广———瓦r——j丁———而———i] 7[9] 8[1 0] 9[1
1]

译本 l[2-3] 2旧。 3H’引 4№’ 竺 竺 竺 竺：——二二一
面鬲r—瓦一 Ⅲ， Ⅲo

一竺! 竺 竺 !竺坚 型 竺二一
i鬲丽呆详 历时4～5年 历时14年 几年 ：‘!、his trans一书中未提到 书中未提到 不详 历时11年

；；．些 躁笋n，Veitn，nza
黄雯 昌?譬 Ni，Mao出ms喜凳鲁’荦畲吴吞昏尹奇朱明 u1篇寸甾：

i摹善 Percy． L—l一“ 习州日上卜删 Lx J， 1删一

鬈骞篱耄誊鐾妄掣徽加歙人錾篱鐾盏鐾虿蒿群桨套蔷撵霆霉蔷蹬鼹莲置番嘉契擎’霉冀舞匿恙院院长、 拳荦老黻霸茹謦社策因临床工作肇耋孺毕业’夯蒜‰鬻
译者身份不详 錾奋姜莲舂至医师 磊吴售凝划翻译 帐帅

蓑嫠所长、

译文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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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v

不详 医史研究所所不详 不详
长之序，《内经》
内容简介(76
页)、王冰注、林

附加部分 簧萋爹蒹囊
引，译文正文下
有丰富的脚注

译者前言、翻《内经》十三无 不详
译说明、致方及“性情修
谢、发音说养范例”——
明，参考文以恐胜喜、以
献、译者简介怒胜思、以喜
及索引 解忧、以愁解

忧、以悲胜
喜、以喜胜怒

首册为《黄帝
内经素问
——中国古
代医学典籍
中的自然、知
识和意象》为
整个译本的
概论，其中还
附有五运六
气学说的介——．．．．．．．．．．．．．。．．．．．．．．．．。．．．，．．．．．．．．．．．．．．．．．．．．．．．。．，．．．．．．．．．．．。—，．．．．．．．．．．．。，．，．．．．．．．．．．、．．．．．．．，．．．．．．．．．．．．．．．．．．．．．．．．．．．．．．．．．．．．．．．．．．．．．．．+，．．．．．．．．．．．．。，．．．．．．．．．．．。—，．．．．．．．．．．。。．，．．．．．．．．．．。．．、．．．．．．．．．．。，，．．．．．．．．：!L——

再版或重印

1966年，加利／ 不详
福尼亚大学出
版社修订再版

不详 1997年第1
版，2001年
第2次印刷

1997年12 ／ ／

月第1版，
2002年8月
第4次印刷

注：①翻译历时指开始翻译时间与出版时问相隔的年月数；②在着手翻译《素问》前，Veith在5部著作中找到了《内经》的片段译文。其中，仅

Dawson，Percy．M．的英文论文专论《素问》，发表时间最早，且篇幅最长，翻译规模也最大，因此作为最早译介《素问》的译文，而其他略而不提。这一

点，尚可与王吉民、傅维康编著的《中国医史外文文献索引(1682—1965)》互为证明。

而中医古籍的早期译介，除了上文提到的王叔和

《脉经》，则要至少推后100多年。1812年，法国学者

勒牡萨发表了以《本草纲目》为主要对象来讨论中国医

药的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n23。1855年，香港出版《洗

冤录杂记》(Notice of A Chinese work on Medical Ju—

risprudence EntitIed Se Yuen Luh，or“Records of the

Washing away Inju“es”)㈨。

最早译介中医学“四大经典”之首《黄帝内经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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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却延迟到1925年德国人Dawson的一篇英文论文

(见表1)。当时，正是“西方中心论”盛行的20世纪20

年代，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属于世界强国。中医疗法尽

管于17世纪就已传人欧美，但其应用基本上局限于华

人及亚裔范围。而西医学，即现代医学，在西方仍然保

持着强大自足的状态。英译中医学及中医经典只能在

英美医学文化体系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而此时，

在中国，一方面，西医的传播如火如茶；另一方面，中医

学的地位和作用因国民党政府的导向而处于历史低

谷，且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交流、结合亦愈演愈烈。这

一历史时期，美国公开出版《素问》英译本是具有开拓

创新意义的。这一历史时期《素问》的3种英译本具有

如下特征。

4．1．1主要从医学史的角度译介《素问》 3位

译者中，只有黄雯是医师(西医师?)，历经10余载，翻

译了《素问》的一些重要章节，并详加评注，1950年发

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使西方学者有机会看到

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经典的概貌。其他两位

西方学者，都是从医学史的角度译介《素问》的。Daw—

son介绍《素问》的论文发表在《医学史年鉴》(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上。Veith女士则是医史学家，她在

序中说：“这部典籍的翻译，代表了医史学家的方法，而

非汉语言学家的方法。希望这一初步研究能成为对该

书原文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尤其是在众多的语言

学问题上给予特别关注¨卜’。20世纪上半叶英译《素

问》的主要目的表明，这部伟大的中医学经典的地位十

分卑微，只被医史学家关注，它对人民健康以及疾病防

治方面的医学价值没有得到丝毫体现。

4．1．2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以归化为主 1913

年，美国医史学家F．Carrisen出版的近700页的《医学

史》一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不满一页，且有谬

误。当时伍连德先生致函质询，Carrisen复函日：“中

医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

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

余之咎”¨引。显然，中医学，包括《素问》这样的中医学

经典，处于英美国家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边缘位置。

在E—zohar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边缘

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

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以Veith译本为例。Veith在翻译中医名词术语时所

采用的翻译策略便着重于译文在西方的“可接受性”。

她多采用归化的方法，套用本国医学(西医学)现成的

二级模式，大量地借用西医学术语表达中医学概念。

如Veith将“经，经脉”译为“arteries(veins)(动脉，静

脉)”，“经络系统”译为“the vascular system(血管系

统)”，“天癸”译为“menstruation(月经)”等¨1。再如，

中西医对脾的认识有极大的不同：西医认为脾是人体

内最大的内分泌腺，功能是清除死亡的细胞和对抗感

染；而中医学则认为脾的主要功能是“主运化(水谷精

微)”。veith为了使译文更能被西方读者接受，不惜

明知误译，干脆将原文中的“脾”译为“stomach(胃)”，

如“阴阳应象大论”一章中，Veith将“血生脾”译为“the

blood enlivens the stomach”，“甘生脾”译为“the sweet

flavor nourishes the st。mach”，“在藏为脾”译为“ofthe

viscera thev create the stomach”，“思伤脾”译为“Ex—

treme sympathy is inj urious to the stomach”等等¨。。

4．1．3为促进医学文化交流采取补偿措施

veith翻译《黄帝内经素问》，希望能够达到医学文化

交流的目的。为了使英语读者真正理解和欣赏《素

问》，她采取了许多措施，比较突出的是撰写长篇引言

介绍《素问》和中医学、使用附录及大量使用脚注，为读

者提供必要的文化信息。Veith译本的引言部分“《黄

帝内经素问》之分析”，长达76页，约占整个译本篇幅

的l／3，介绍了《素问》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哲学基础

(包括道、阴阳、五行、天干等)、解剖学及生理学概念、

诊断、《内经》中的疾病、治疗学概念、针灸等，并附图

24幅。附录部分近20页，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对《素问》的介绍、王冰注序、林亿等新校正序(均为英

译文)及参考书目。译文中大量使用脚注，主要解释中

国传统文化现象的词语、中医学独特的概念以及王冰

注的译文。当时，《科学》(science)、《内科学档案》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美国医学会会刊》

(JAMA)、《加州医学》(Galifornia Medicine)等权威杂

志均给予Veith译本很高评价。

4．1．4翻译及发表的形式不正规 由于这一历

史时期译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西方学者了解成书于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经典的概貌，而不在意《素问》

中所体现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因此这～历史

时期的翻译形式便只是片段翻译。Dawson的译文只

有6页，黄雯的译文33页。Veith翻译了《素问》的1～

34章，156页。此外，这些译文出版的形式也不正规。

除了Veith译本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外，Dawson和黄

雯的译文则只是登载在期刊上。

4．1．5译本的社会功能20世纪上半叶《素问》

英译本在英语文化(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非常边

缘的地位，其主要功能是从医学史的角度帮助西方人

了解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经典的概貌。如

Veith是第一位将《素问》译成西(英)文并公开出版的

 万方数据



·950 史旦主耍垦绾金垄查!!!!堡!!旦筮丝鲞笙!!塑婴!!婴M!堂竺型墅h立型—丝-塑L坦

西方学者。veith本打算全译《素问》，但在英译了《素

问》的1～34章之后，却确信，“l～34章，包含了《内

经》几乎所有的基本观点¨卜’。言外之意，读者如读了

这前34章的译文，便基本上窥见了《内经》的“全貌”。

当然，中医从业者都不会同意她的观点。另外，同一译

本的社会功能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中医学在

中国大陆的复苏及在西方的传播而悄悄地转变。Vei—

th译本修订再版本(1972年)的封底这样写道，“自

1949年《素问》英译本第一版问世后，中国的中医医疗

实践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兴景象。而且，它以惊人地

速度传遍了西方，甚至传遍了美囡。对中医学(包括针

灸)，这一历史悠久的治疗方法的科学研究提高了人们

对其历史及哲学基础的兴趣。由于远东思想及其历史

在当今的知识体系中越来越重要，《黄帝内经》也逐步

超越了其医史界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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