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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2)
兰凤利

4．2第二阶段 1978—1997年。这一历史时期

产生了4种《素问》英译本：加拿大人Henry C．Lu的

译本，Maoshing Ni的译本，吴连胜、吴奇的译本，以及

周春才、韩亚洲编绘的题为《(黄帝内经)养生图典》的

漫画版译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中医

药学的发展。1958年，毛泽东主席题词：“中国医药学

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69

年，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讲话，指出“要提倡西医学中医，

形成风气”。197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针刺

麻醉获得成功，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1976年上

海、北京等地开始举办“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并在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在北京、上海、南京设

立了“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伴随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中医药

和针灸疗法再次叩开了美国的大门。1973年1月、3

月，美国相继创刊出版《美洲中医杂志》和《美国针灸杂

志》，极大地推动着针灸、中医事业在美国及西方世界

的发展。中药、推拿、气功、食疗以及医古文、中医经典

等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也随之全面进入美国。

这一时期，wHO组织专家对针灸学名词术语英

译进行标准化，国内的欧明、谢竹藩、帅学忠等教授以

及英国学者Nigel wiseman等均致力于中医名词术语

的英译及工具书的编写，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及

针灸学英译事业的发展以及英文书籍的出版。中医药

和针灸疗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海外。这一时

期的译本具有如下特征。

4．2．1 翻译着眼于《素问》的医学(中医学)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的4种英译本都侧重于译介《素问》中所

反映的中医学知识。Henry C．Lu在序中说，“本书对

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依循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形成的对原

文的传统的解释。由于中国学者对经典有各种解释的

版本或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然而翻译时有两条

原则必须遵循，即保持原文的连贯性以及使之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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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现代理论保持一致¨卜’。中医从业者都知道，所

谓“中国医学的现代理论”都源于《黄帝内经》，那么从

Henrv C．Lu翻译时所遵循的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Henry c．Lu译介《素问》的着眼点是向西方传播《素

问》中所反映的中医学知识。Maoshing Ni，吴氏父子

都是在美国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师。Ni在“翻译说

明”中说，“这一译本，绝非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版本。

因此，我确信汉学专家可以推出更完美的译本。而我

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

准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的角度来译释这一经典

的。川”。该译本封面将《素问》称为“中国保健疗法的奠

基之作(The Essential Text of Chinese Health and Heal一

ing)”，版权页图书分类栏明确将其归为“中医学”类：

I．Su Wen Ⅱ． Medicine， Chinese——Early Works to

1800。而《黄帝内经养生图典》编绘者的身份是“青年

画家”，该书封面将《黄帝内经》称为“中国古代延年益

寿养生奇书”，版权页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内经

一养生(中医学)一⋯⋯”)亦明确表示该译本为中医学

养生保健书籍。

这一时期英译《素问》的主要目的表明，译者将《素

问》作为中医学的经典之作来译介，着重体现它对人民

健康、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医学价值，并对西方学习或从

事中医临床工作的人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提

供参考。英译《素问》，不再仅被医史学家作为医史资

料关注，它在养生、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医学价值正在被

以临床中医师为主体的译者日益彰显出来。英译《素

问》在英美国家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也正在由

边缘向中心缓慢移动。

4．2．2译本是编译者意图和出版商意愿折中的

产物这一时期的译本基本上都是编译者意图和出版

商意愿折中的产物。Ni出生于中医世家，是位在美国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的中医师、讲师。Ni曾接受过中、

西方两种医学体系的教育，同时具有哲学博士、医学博

士学位，在中医领域涉足甚广。Ni编译出版了多部中

医学书籍。从译者的“翻译说明”(见上)可以看出，译

者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兴趣，以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

人及中医专业的学生为读者对象，以一种轻松的笔调，

对《素问》进行了译释，实际上，我们可以将Ni的译本

看成《素问》英文版“白话解”或“今释”。出版商在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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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封底是这样介绍的，“《内经》是道家最重要的经典

之一，同时也是中医学的最高权威。⋯⋯《内经》原文

概念丰富，语言简洁，内容详细。译者将自己对原文的

阐释融入译文，这不仅有助于阐明原文的意思，而且有

助于创造出一个对学生以及所有对中医的基本原则好

奇的人高度可读性的叙述本o¨”。吴氏父子，均为在美

国行医的中医师。吴氏父子的译本以“汉英对照”的形

式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仅迎合了大陆以“汉英对照”出

版中医药著作的市场需求，而且还填补了国内《内经》

英译领域的空白。该译本的重印次数也证明，该书的

出版——译者与出版商意愿折中的产物，迎合了时代

发展和市场需求。

随着“美国针灸热、中医热”的兴起，西方人对起源

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养生保健越来越感兴趣，以此为

契机，海豚出版社同时推出了《(黄帝内经)养生图典》

一书的汉英对照本、德译本、法译本。该书选择有关养

生的部分章节内容，配以生动形象的漫画，冠之以“中

国古代延寿养生奇书”，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内经》中的

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渴求。该书各种语译本均已重

印，颇受欢迎。

4．2．3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符合国内外中医英

译的发展趋势，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 这一时期，国内

外出版了不少汉英膜汉中医词典，在国内，以欧明、谢
竹藩编写的工具书选用者较多，而国外以Nigel wise—

man(魏遁杰)编写的工具书选用者较多。

近10年中医药事业在美国发展迅速。不但有独

立的中医诊所，而且在西医的医疗中心、戒毒所、康复

中心、老人院以及健康食品店、中药店等处，都设有中

医／针灸诊所。这些中医医疗单位，以前大多单纯用针

灸，现在约有60％以上兼用中药u⋯。

这一时期的情况表明，中医学已逐步进入到英美

国家的医疗系统中。而英译《素问》在英美国家医学文

化多元系统中亦逐步缓慢向中心位置移动。在Even—

zohar看来，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

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就在参与创造译人语文学

中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

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

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

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即

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

大‘1 3”。

这一时期的《素问》英译就属于这种情况，译者基

本上都不随便套用现成的西医学术语表达中医概念，

而多采用异化的方法表达独特的中医概念，且符合国

内外中医英译的发展趋势。如吴译本、Ni译本及漫画

译本均采用国外通行的“channels and collaterals”表达

“经络”，Ni译本还偶尔采用“meridians”(wHO)来对

译“经脉”，再如，吴译本及Ni译本均采用音译+解释

的方法分别将“天癸”译为“Tiangui(the substance nec—

essary f。r the prom。tion of growth，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ve function of human bodv)”、“tian kui， or

fertility essence”。再如，这一时期的译者在面对中西

医对脾的功能的认识的巨大差别时，能坦然将“脾”译

为“spleen”。正如wiseman所说，“在西传的过程中，

中医并不能为了配合西方人的需求而有所改变。而西

方意欲学习中医的人也绝对无法经由一种‘以其本身

较为熟悉的知识系统将中医学重新过滤’的学习方式

获致成功，他们必须真正地进人中医的世界¨7p’。Ni、

吴在翻译《素问》中的中医名词术语时，在译语的“充分

性”方面比上一时期更接近原文。

4．2．4吸收了当代《素问》研究成果20世纪上

半叶，尚未有《素问》今译本问世，Veith等译者只能按

自己的理解翻译《素问》的部分章节。《素问》文辞古

奥，翻译中时常出现因理解不当而致的误译。Maosh—

ing Ni和吴氏父子则完全不同。解放后，继各地中医

学院纷纷成立之后，对《素问》的校释、研究工作全面开

展，成果亦层出不穷。这使得Maoshing Ni和吴氏父

子在翻译过程中有机会应用当代《素问》的研究成果。

事实也正是如此。

Ni译本书后所列的参考书目中共有17部新中国

成立后出版的《素问》当代研究成果，包括校勘、注释、

今译(语译)、专题研究等。

吴氏父子的译本虽未列出任何参考书目，但据笔

者随机抽样，将其中的中文部分与郭霭春的《(黄帝内

经素问)校注语译》的“校”进行比对，二者同出一辙。

从出版时间来看，郭霭春的著作1981年出版，而吴氏

父子的译本1997年出版，显然，吴氏父子在翻译过程

中大量地应用了郭霭春的研究成果。此外，吴译本

“《素问》王冰注序”的英译与Veith英译几乎完全相

同，这说明吴氏父子亦曾参阅Veith译本。

4．2．5译本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素问》英译

本在英语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已不再处于边缘地位，

且正逐步向中心位置移动，其主要功能已不是向西方

介绍《素问》在医学史方面的价值，而是译介、传达其中

丰富的中医学知识，将它作为“中医学的最高权威”介

绍给西方读者。

4．3第三阶段2001，2003～。这一时期产生了

2种《素问》英译本：朱明译本和文树德(Paul u．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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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d)译本。朱明选择高等中医院校五版教材《内经

讲义》u引为翻译底本。《内经讲义》在体例上采用了选

节、选篇分类注释的方法(分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

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病证、诊法、治则治法、养生

学说八类)，并在绪论部分增加了《内经》的沿革、基本

学术思想、主要内容和学习方法等内容。众所周知，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那么，严格意义上说，朱

明译本不是《素问》译本。此外，朱明译本中某些术语

的翻译也值得商榷，如将“岐伯”译为“uncle Qi”。因

此，这里主要讨论文树德译本的特点。

中医、针灸的立法、教育及相关书籍的出版在西

方，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迅速。中医、针灸疗法已不再

仅是“民间疗法”，在美国有了“合法身份和地位”。这

一时期，文树德译本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4．3．1原文版本经过精心的选择 《素问》有多

种不同的版本。普通读者一般不会注意到版本之间的

差别，但这些差别确实给负责任的译者带来很大的

麻烦。

据有关文献记载，《素问》一书，在汉、魏、六朝、隋、

唐各代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传本。但这些传本大都亡

佚，流传下来的主要是该书的注本。《素问》完整的注

本，最早一种是六朝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

本。全氏的祖本是《素问》9卷本(该注本在南宋以后

即已失传)。此后，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在

全氏注本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注解工作，并

改为24卷本。该书流传到11世纪中叶嘉祜、治平年

间(公元1057—1067)，又由北宋政府的校正医书局，

以林亿为首，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校勘，书

名亦改称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此后，

各种《素问》刊本均以此刊本为据，该刊本同时也成为

后世《素问》各种版本的祖本。此后，《素问》一书在版

本方面的演变，主要可分为24卷本、12卷本、50卷本、

9卷本系统以及明代以后的新注本系统。其中24卷

本系统，是根据王冰、林亿整理校注本(即嘉祜原本)直

接刊刻的各种版本。如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

顾从德据宋本影刻本，即明刊本[由于该刻本刊刻精

良，故此后又有据其再次影刻与影印的刊本，如日本安

政三年(公元1856年)占恒室影刻本，1922年恽铁樵

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等]、1⋯。

如果译者是《素问》研究门外汉，他(她)可能完全

意识不到《素问》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最早的

Veith译本就只基于一种原文版本——京口文成堂摹

刻宋本《内经》。很可能，她选择这一版本仅仅是因为

它是最方便得到的一种版本而已。尽管Ni译本的“参

考书目”中列出了上起于隋朝(公元605年)杨上善的

《黄帝内经太素》至今(公元1990年)的31部有关《素

问》的著作，但在其“翻译说明”中，却没有任何有关“版

本选择”的只言片语。从吴译本封面标明的“(唐)王冰

原注”以及原文又大量采用郭霭春校勘成果来看，译者

也没有对《素问》版本进行选择。

与以前的译者不同，文树德极其注重《素问》各方

面的价值，为此精心挑选合适的原文版本。从出版的

首册来看，译者对《素问》的成书年代、版本流传、内容

等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把握。从该书书后“参考书

目”中所列的首要资料(Primary Sources)来看，该书的

英译及研究是以现藏于台北国立中医医药研究所的公

元1550年顾从德据宋本的影刻本，即明刊本的复拍本

为底本。

对原文版本如此精心的选择充分说明文树德英译

《素问》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负责。这一常为过去的

译者所忽略的步骤，却成为文树德研究、翻译准备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这种精心的准备工作也表明，新时期

译者的翻译目的在于真正全面再现《素问》的价值。

4．3．2全面反映、大量吸收历代，包括当代《素

问》研究成果 文树德将20世纪中国作者发表

的3 000余篇论文以及过去中日两国作者的600多部

专著作为次要资料加以引用。他说，“我们对原文的理

解和阐释反映在英译文中，同时，我还非常谨慎地引用

了尽可能多的且合理的赞同以及反对的中日两方的观

点u¨”。可以说，他所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

工作是迄今西方规模最大的中医典籍翻译工程。

4．3．3 翻译与研究紧密结合 文树德主持的《黄

帝内经素问》英译课题，在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通

过国际合作，历时10余年才得以完成。2003年出版

的首册是多册课题成果中的第一册。文树德在“序”中

说，“这项课题范围广泛。课题旨在产生出第一部语义

正确的《素问》英文全译本以及一个有助于将来对原文

研究工作的研究工具。⋯⋯译文将分三册出版。此

外，Hermann Tessenow还对构成《素问》的历史及结构

层次的近350个不相连片段进行详细分析。这一研究

结果也将分数册出版u¨”。可见，这一课题的系列成

果，包括文树德英译本本身，都体现了翻译和研究紧密

结合。

4．3．4医、史、文并重，力求全面反映《素问》价值

译者文树德是位医史学家。这项课题的中方主要协作

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郑金生研

究员，也是位医史学家。

文树德教授几乎一生致力于中医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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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两部专著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1986)和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1988)]、两部译著[《难经》(1986)，《银海精微》(与他

人合译，1998)]。在刚出版的首册的“序”中，他说，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在中国医学史上

所起的作用可以同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在

古欧洲的作用相比。各方面的进步、发展和显著变化

使希伯克拉底沦落成为一个已经过时的传统的荣誉创

始人。与之相反，在当代临床背景下，很多中医师仍然

把《素问》看成一个理论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有价值的源

泉。⋯⋯读《素问》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对作为中国文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医学的起源的理解、认识，而且

还为有关对现存威胁如疾病、天亡危险的欧洲和中国

处理方法的不同及相似之处的严肃而又广博的讨论提

供一个非常必要的起点。此类讨论对评判中国知识传

统中的疾病和健康的文化概念是必要的。不管是出于

竞争还是互相补充的考虑，在为人类健康的无休止探

索中，当今使中、西医学共存的政治企图，使这类讨论

看来是必需的。⋯⋯我准备了一个初步的译本，把它

作为与Hermann Tessenow广泛合作的起点。他的语

文学知识为取得的成果——即将出版的三册译文，作

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4．3．5为促进医学文化交流采取补偿措施 为

了使英语读者真正理解和欣赏《素问》，文树德采取了

许多措施。从目前出版的首册来看，比较突出的是撰

写单独的一册《黄帝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典籍

中的自然、知识和意象》，即首册，全面介绍《素问》；在

即将出版的译文中，除《素问》译文外，选译了历代600

余种《素问》相关著作中有见解、合理的注解和阐释；

Hermann Tessenow对构成《素问》的历史及结构层次

的近350个不相连片段的详细分析(数册)。

出版的首册长达520页，内容、体例酷似中国出版

的高等中医院校使用的教材，其中夹杂有大量的《素

问》引文，详尽地介绍了《黄帝内经素问》的源流、书名

含义、历代相关著作、内容的全面评述(包括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人体和藏府、气血、经络、病因、疾病、诊法、

各种疗法)、跋、注释、长达110页的附录——“《黄帝内

经素问》中的五运六气学说”的介绍、参考书目、索引。

在该册的“序”，译者还对曾给予经济、组织及学术帮助

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这说明《素问》的翻译

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才能与辛劳，而且凝聚了许多人的

智慧与努力。

4．3．6 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自成体系，别具一格

这一时期，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向标准化进程迈了重

要一步。在国内，谢竹藩教授受命于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研究，并在该

项研究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

典》(2002年)；在国外，Nigel Wiseman(魏遁杰)与他人

合作出版了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实用英文中医辞典，第二版，1998年由美国Paradigm

Publications出版，200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原版引

进)。魏遁杰所提出的词汇“不但为许多翻译者所采

用，更被美国三大中医文献出版社中的两家(Paradigm

Publications和Blue Poppy Press)指定为其出版品之英

文词汇标准心叫”。

然而，文树德教授并未采用国内外的任何一套英

译词汇表达中医概念。文树德教授可以说是魏遁杰的

学术前辈，在他为魏遁杰的《英汉汉英中医词典》所作

之序中说，中、西方学者无法就中医学充分交流的一个

主要障碍就是意欲将中医学的概念与术语名词传达与

西方读者的中、西作者，他们所译定的中医英文词汇都

是令人遗憾的不充分、不恰当，过于频繁地滥用现代西

医学专业术语来意译中医书籍，已经混淆了中医学思

想的独立性。同样，尝试由希腊、拉丁文源去创造新字

以建立一个做作的术语词汇系统也蒙蔽了传统中医词

汇与中文日常用语极为相近的特性。⋯⋯深望此本辞

典不但能在中国早日被广为接受，更能成为西方国家

用以翻译中医学有关用书的指导原则¨"”。显然，译

者没有选用现成的中医术语词汇系统表达中医概念的

主要原因是译者想使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更接近

原文。

早在1986年，文树德就出版了英译《难经》。他曾

经提出“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亦即既然中医至今仍

然以《黄帝内经》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为圭臬，因此在《黄

帝内经》时代便存在的比喻就应该予以译出m。。当

时，他就将“经脉”译为“conduits”，“藏府”译为“depots

and palaces”，等等。再比如，在刚出版的首册中，除了

继续采用以前的译语，他还将“五行学说”译为“The

Fiv}Agents Doctrine”(目前，the five—elements theory

和the five—phases theory分别是国内外最为流行的译

语)，“经络学说”译为“Vessel Theory”，“经脉”译为

“conduit vessel”等等。

译者不惜打破常规、术语翻译自成体系，显然是和

中医学在英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

的地位提升密切相关。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译者不惜

一再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力求译文在“充分性”(ade—

quacy，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尽可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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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4．3．7译本的社会功能 文树德译本力求全方

面反映《素问》的价值。他说，课题旨在产生出第一部

语义正确的《素问》英文全译本以及一个有助于将来对

原文研究工作的研究工具，“这部著作不能也没有声称

有关《素问》的一切已尽在其中。相反地，我们应该只

把它看成一个起点，一个能引起更多学者对原文的学

术关注的起点，而不是只愿意注意到《素问》以及相关

的古代中国著作u¨”。我们可以把文树德译本看成第

一部“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全译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文树德译本

将成为西方对《素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点、并提供参

考；第二，正如芝加哥大学Donald Harper的评价“the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nd a

valuable to research o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素

问》将不仅被视为“中医学经典”，而且将成为研究中国

医学的起源以及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而又有价值的

参考。

5《素问》英译事业的发展脉络 对不同历史时

期《素问》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已将《素问》英译事

业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历程跨越

近80年，包括9种不同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

下表所示的6个方面(见表2)。

表2 《素问》英译事、lk的发展脉络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翻译目的 主要帮助西方人主要译介传达《素全面再现《素问》
了解《素问》的概问》中的中医学知的价值
貌 识

翻译形式 片段翻译 全译，编译，选译真正学术意义上
的全译

翻译方法 多采用西医学术迎合时代发展，多对原著风格、内容
语(归化)表达中采用“异化”方法各方面的忠实再
医概念 表达中医概念 现，独具一格

译者身份 主要为对《素问》主要为在美从事主要为医史学家，
及中医学知之甚』艋床工作的中医重要合作者中有
少的西方医史学师 语文学家
家

对原文版本任意选择 任意选择
的选择

精心选择明(公元
1550年)顾从德
刻本为翻译底本

译本在英美基本不具备中医边缘地位：作为从边缘地位向中
医学文化系学价值，仅提供医“中医学最高权心地位迈进了一
统中的地位史材料 威”，以其中的中大步：被视为古代

医学知识吸引读中医学及早期中
者 国文明研究的有

价值的、重要参考
书

6结论本文首先介绍了多元系统理论及相应

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论，然后运用这一全新的方法

对跨越近80年、产生9种译本的《素问》英译事业进行

了描写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述

以及对翻译历程脉络的勾勒。此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

以下两点。

6．1用多元系统论的描写性翻译批评方法能够

有效地解释一些由历史语境影响和决定的翻译现象，

尤其适用于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同一原作在

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这一翻译

批评的新方法可以弥补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的局

限性。

6．2《素问》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表明：(1)中

医学在国内及英美国家的兴衰消长对特定历史时期中

医英译的规范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导致译者翻译意图、

方法与倾向的不断变化；(2)作为译作，《素问》英译本

在英语医学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随着社会、

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素问》的译介和研究正逐步

走向高潮。(3)中医翻译批评研究，特别是中医经典的

翻译批评研究，应涵盖规定性翻译批评方法与描写性

翻译批评方法，以发展为完整的中医经典翻译批评系

统，推动中医英译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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