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资助项目$

413

!"#5

"

67""8#

%&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高水平创新团队项目( $

413

9#

#

:#;#8"6"!

%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
!"#!"%

%

通讯作者#陈$晓"

)<2

#

"!#

"

;#%!!#%6

"

=

#

>,?2

#

./<@A?,1!#!#

B#!53.1>

CD(

#

#"

!

$55#E&'(+

!

!"#$

!

"%

!

"!$"

!中医英译!

美国学者
(2F, 0<?G/

对中医典籍的研究及其贡献

王尔亮$陈$晓

$

(2F, 0<?G/

)素问*译本封面

中医药典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重要的知识载

体"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如

果说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那么研读中

医药典籍则是获得这把钥匙的一条捷径+ 同样"中医

药典籍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乃至中西文化交流上也具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始于汉唐"而中医药典籍的对

外传播盛于明清+ 明清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英

国传教士德贞$

'1/@ CHIJ<1@

"

#K%$

-

#8"#

%,波兰

汉学家卜弥格$

+?./<2 L1M>

"

#5#!

-

#5;8

%,法国针

灸之父乔治!苏理耶!德!莫朗特$

N<1-J< O1H2?<

C< +1-,@G

"

#K$K

-

#8;;

%与法国学者雅克!安德烈!

腊味爱$

',.PH<Q 9@I-< R,S?<-

"

#8!!

-

#8K$

%等中

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中西医学

汇通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其中"中医典籍成为沟

通中西方的重要'媒介(之一"一些西方传教者和学者开

始接触中医药典籍"如最早英译中医古籍的是法国人杜

赫德$

'<,@ L,TG?QG< CH U,2I<

"

#5$6

-

#$6%

%编辑的

)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其中涉及的中医部分.

#

/

+ 法国

学者雅克!安德烈!腊味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着手翻译)黄帝内经!素问*"法文版本于
#88"

年在他

去世后出版+ 西方学者研究中医翻译问题的主要是一

些汉学家,中医学家,传教士及医史研究者"如传教士德

贞,德国学者伊博恩$

L<-@,-I =>>Q V<,I

"

#KK$

-

#868

%以及现代学者"如英国学者魏?杰$

4?J<2 *?Q<

#

>,@

%及德国学者文树德$

W,H23 :@Q./H2I

%等+ 西方

学者从其不同于中华文化的视角对中医药典籍的研究"

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中医药要走向世界"首先要

让中医药典籍走向世界"因此探讨和分析西方学者对中

医药典籍的研究及其贡献"对于中医药典籍的国际传播

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地方"不同民族背景的人

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最后融合成了新的文化+ 因此美

国被称誉为'大熔炉( $

><2G?@J T1G

%+ 正是由于多元

文化的融合"促使美国在中医药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作为西方国家之一的美国"曾涌现出一批对

中医药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对中医典籍的翻译"

还是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

就美国著名学者
(2F, 0<?G/

及其第一部)黄帝内经*英

译本作以介绍"并对其在中医药传播中的贡献略加

评述+

#

$伊扎尔!威斯$

(2F, 0<?G/

%---世界上首位英

译)素问*的学者

$

(2F, 0<?G/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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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0<?G/

$

#8#!

-

!"#%

%"全名
=><-?G, (2F,

0<?G/

"

#8#!

年
;

月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港口小城

R<IX?JQ/,Y<@

"

#8%$

年赴美留学"

#86$

年获得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第一个医学史

博士学位"

#868

-

#85%

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史

讲师+

#856

-

#8$8

年"在美国
O,@ Z-,@.?Q.1

的加

利福尼亚大学任医学史教授"

#8$;

年获日本东京顺天

堂大学$

:@?S<-Q?GM 1Y 'H@G<@I1

%医学科学博士学

位"并任顺天堂大学名誉教授+ 她在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期间"主攻)素问*研究"于
#868

年

出版)素问*节选英译本
)/< 7<221X =>T<-1- &2,Q

#

Q?. 1Y (@G<-@,2 +<I?.?@<

" 内容包括)素问*第
# [%6

篇的译文"并涉及详细的文献考证和述评"约占全书一

半篇幅+ 这是)素问*的第一部英文版本"在中医典籍

的翻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幸的是"

#856

年"正处于其学术生涯顶峰的

(2F, 0<?G/

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导致左侧半身不遂"她的

余生都在病痛中度过"然而她并未向疾病屈服"而是用

坚强的毅力完成了她的励志之作
&,@ 71H U<,- G/<

&2,TT?@J 1Y D@< U,@I\

#

R<,-@?@J G1 R?S< X?G/ ,

OG-1]<

+

!"#%

年
$

月
K

日"

(2F, 0<?G/

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去世"享年
#"#

岁"葬礼在
)?^H-1@

举行+ 关于

(2F, 0<?G/

去世的消息"

U1@12H2H OG,-

报纸曾在

!"#%

年
$

月
#$

日对此进行了报道+

(2F, 0<?G/

一生出版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书籍#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素问*节选英译本
)/< 7<221X

=>T<-1- &2,QQ?. 1Y (@G<-@,2 +<I?.?@<

" 这部节译本

自
#868

年出版至今"已再版
6

次+

(2F, 0<?G/

对医学

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与
=>?2 &3 UQ?,

和日本学者

7,QHM1-? ),@^,

合作"共同撰写了关于古代中国医学

与日本医学研究的
)/< =QQ<@G?,2Q 1Y +<I?.?@< ?@

9@.?<@G &/?@, ,@I ',T,@

&

(2F, 0<?G/

在疾病的研

究方面也有所建树"著作涉及具体疾病"如
UMQG<-?,

再版
%

次&涉及神志病的著作
)/< OHT<-@,GH-,2 ?@

Z,- =,QG<-@ &1@.<TGQ 1Y +<@G,2 C?Q<,Q<

$

#85%

%&与
R<1 +3 _?>><->,@

合撰关于外科手术

史的专著
N-<,G (I<,Q ?@ G/< U?QG1-M 1Y OH-J<-M

$

#88%

%+

(2F, 0<?G/

的)素问*节译本"对中国医学典

籍的国际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对当今中医典

籍的翻译具有借鉴意义+

!

$)素问*英译本出版的背景

#86;

-

#865

年
(2F, 0<?G/

历经
!

年时间翻译了

)素问*节译本"于
#868

年问世"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

最大的城市
L,2G?>1-<

的
*?22?,>Q ` *?2]?@Q

出版社

出版+ 这部著作得以顺利出版离不开以下条件#首先

是得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学院院长亨利!西格内斯

特$

U<@-M =3 O?J<-?QG

"

#K8#

-

#8;$

%的支持&其次是

美国有机化学家林达沃$

'3 *3 R?@I,H

%的)内经*遗稿

为
(2F, 0<?G/

提供了参考&同时还得到洛克菲勒

$

V1.]<Y<22<-

%基金的资助等+

#868

年版英译本的前言部分是邀请
U<@-M =3

O?J<-?QG

撰写+ 前言中
U<@-M =3 O?J<-?QG

认为)黄帝

内经*是描述人在健康状态下和疾病状态下的医学理

论"其中
! """

多年前的人与宇宙相应的哲学观点"使

得中医学理论在今天还适用+ 这种阐述人在健康状态

下和疾病状态下的医学理论"在中国应以)黄帝内经*

为代表+ )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可以等同于印

度医学中的经典医籍
7,aH-S<I?.

以及希腊医学的

U?TT1.-,G?.

+

(2F, 0<?G/

的节译本是根据美国有机化学家林达

沃$

'3 *3 R?@I,H

%的翻译)内经*遗稿"将)素问*的前

%6

篇译成英文"并加有导论和注释+ 从
O?J<-?QG

撰写

的前言中"可了解到化学家
R?@I,H

生前对中国文化很

感兴趣"为了学中文"甚至中断了自己的专业"一心从

事)内经*的英文译述达数年之久+

#86!

年逝世后"

他翻译)内经*的大量遗稿由其夫人捐出+ 由于
O<J

#

<-?QG

希望能尽早有关于)内经*的英译本出现"故鼓

励
0<?G/

参考
R?@I,H

的译稿"完成了上述翻译工作+

0<?G/

在此书的序言和致谢部分"提到她在翻译

)内经*之前"已关注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于)内经*的介

绍和相关著述"了解到)内经*是中国医学中最有影响

力的著述"并在序言中提到她在工作期间"曾向不少致

力于中医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西方学者请教"其中还得

到对中医持有正面态度和认识的美国在华的医学传教

士胡美$

=IX,-I UH><

%医生的帮助.

!

/

+

(2F, 0<?G/

翻译)内经*之前"西方已有一些关于)内经*的译著"

但都没有独立成书+

(2F, 0<?G/

在
'3 *3 R?@I,H

的

)内经*遗稿基础上"参考英,美,德等国家学者所翻译

的 )内经*片段资料"如
#8!;

年出版的满晰傅$

92

#

Y-<I Z1-]<

%的
)/< *1-2I

#

&1@.<TG?1@ 1Y G/< &/?

#

@<Q<

"

G/<?- ,QG-1@1>?.,2

"

.1Q>121J?.,2

"

,@I

T/MQ?.,2

#

T/?21Q1T/?.,2 QT<.H2,G?1@Q

一 书 以 及

#8%6

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并且参

考了相关论文"如道森$

W<-.M +3 C,XQ1@

%在)医史

年报*上发表的 '素问---中医的基础( $

OH

#

X<@

"

G/< L,Q?Q 1Y &/?@<Q< +<I?.?@<

%一文以及
#8%6

年

威廉姆$

*?22?,> V3 +1-Q<

%发表在
&2?1 +<I?.,

杂志

上的'中医(一文以及德国学者许宝德$

Z-,@F UH^1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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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的
C?< &/?@<Q?Q./< +<I?F?@ FH L<J?@@ I<Q

"借

鉴了以上书籍和相关论文"

(2F, 0<?G/

完成了)素问*

的英译本+

#855

年
(2F, 0<?G/

的)内经*节译本由加利福尼

亚大学出版社$

:@?S<-Q?GM 1Y &,2?Y1-@?, W-<QQ

%修订

再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邀请
b<@ V1Q<

写了新的

序言"除此之外"其余内容皆为
#868

年第一版的影印

本+ 这部节译本自
#868

年出版至今"已于
#855

年,

#8$!

年,

!""!

年和
!"#!

年
6

次再版印刷"足见其深

远的影响力+

%

$

(2F, 0<?G/

英译本的版本和内容

(2F, 0<?G/

是以'京口文成堂摹刻宋本(为底本

$图
#

%"翻译了)素问*的前
%6

篇+ 该译著共
!5"

页"

分为两部分+ 前半部分介绍并分析了)黄帝内经*的

'成书年代和作者(,'哲学基础(,'解剖学和生理学概

念(,'诊断(,'治疗(,'针灸(及'

%

篇附录(和'参考书

目(+ 后半部分是对)素问*前
%6

篇的译文及全书的索

引+ 全书配图
!;

幅+ 扉页中为日本著名画家
O<?^?

*,]< #$8K

年画的一幅'三皇(伏羲,神农和黄帝像$图

!

%+ 其余
!6

幅图主要引自)灵枢素问集要*"主要涉及

五脏六腑图,脉诊图,经络图和针刺穴位图+

图
#

$京口文成堂

摹刻宋本

$

图
!

$'三皇($伏羲,神农和

黄帝%像

其中'哲学基础(涉及的内容有#$

#

%对'道(的理

解以及道家思想在)内经*中的体现+

(2F, 0<?G/

认为

'道(是中国最基础的哲学概念"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和

佛教思想中皆有所体现+ 阐述了道家天-地-人的哲

学思想+

(2F, 0<?G/

认为)内经*中单独谈及道家思想

的内容并不多"而是常常与宇宙和阴阳学说这两者联

系在一起+ $

!

%阴阳以及阴阳理论在)内经*中的体

现+

(2F, 0<?G/

对阴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阐述了三

阴三阳,季节与阴阳的关系及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

$

%

%五行和数字+

(2F, 0<?G/

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学

传统理论的精髓+ 五行学说是在阴阳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是阴阳学说的细分+ 阴阳学说应该涵盖五行学说+

阐述了五液$汗,涕,泪,涎,唾%,五脏$心,肺,肝,脾,

肾%,五志,五味等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 $

6

%天干+

阐述天干#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从季节上分别

对应秋,冬,春,夏,长夏"从五行上对应金,水,木,

火,土+

其中'

%

篇附录(分别为#$

#

% )四库全书*

#"%

章

涉及)素问*部分的译文&$

!

%唐代王冰注)黄帝内经*

序言的译文&$

%

%宋代高保衡和林亿注本)重广补注黄

帝内经素问*中的序言的译文+ '参考书目(部分将撰

写此书的参考书目分为
%

类"分别为#$

#

%中文医书及

辞典&$

!

%与中医医学史相关的书籍和文章&$

%

%与中

国哲学,宗教以及历史相关的参考书目,辞典和文章

等+ 全书的后半部分虽然仅占全书总篇幅的一半"但

应为最重要的部分---)素问*前
%6

篇的译文+

6

$

(2F, 0<?G/

英译本的翻译特点

6

!

#

$从历史学的角度翻译)素问*

译本中
(2F, 0<?G/

也表明自己翻译)素问*是从一

个医史学家的角度"而非语言学家+ 因此"译本中的语

言也许不能做到恰当"仅是译者的理解+ 译文要能被

西方人所接受"首先就有必要对译入语的渊源,文化背

景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

%

/

"

(2F, 0<?G/

作为一位西

方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具有语言上的优势"但文化差异

因素"对
0<?G/

来说"也许是最大的障碍+ 但在当时的

历史背景下"

(2F, 0<?G/

能翻译并出版这部著作"对中

医典籍的对外传播而言"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 这一

贡献是值得当今学者尊重的+

6

!

!

$对长夏,天癸的翻译

长夏一词")素问!六节藏象论*云#'长夏者"六

月也+ 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也+(

引文中的六月为农历"此时气候最为潮湿"乃因多阴雨

而潮湿"由脾所主+ )中医大辞典*云#'长夏"农历六

月(+ )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夏+(王冰注

云#'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故谓得五行 $五%时之胜

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载#')内经*言五行配以五

藏"其来源于天之四时+ 藏有五"而时仅四"故以六月

为长夏"以配脾+(故长夏应指农历六月"且这一概念

的提出"是为了将五脏与四时相配+ 译本中
(2F, 0<?G/

将长夏译为
21@J QH>><-

.

6

/

+ 难以体现出长夏为农

历六月的时间概念+ 若能将其译为
2,G< QH>><-

$

?@

2H@,- .,2<@I,-

%则应符合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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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癸(一词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的)素问!上

古天真论*中+ 在)内经*中的解释有#$

#

%促进人体生

长,发育和生殖机能"维持妇女月经和胎孕所必需的物

质+ 它来源于男女之肾精"受后天水谷精微的滋养而逐

渐充盛+ )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

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00七七任脉

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

!

%精气的别称+ 天癸的形成"来源于先天之精"具有化

生精血的功能"从而使男女具有生殖能力+ 出自)黄帝

内经太素*#'天癸"精气也+(由此可见")内经*中'天

癸(一词是指生殖之精+ 据
(2F, 0<?G/

译本"天癸译为

Q<><@

或
><@QG-H,G?1@

.

6

/仅指具体的物质"而中医概

念的外延明显大于此"若将其译为
)?,@JH?

$

-<T-1IH.

#

G?S< <QQ<@.<

%则更符合)内经*的本意+

6

!

%

$对六经的翻译

(2F, 0<?G/

将太阳,少阳,阳明分别译为#

)/<

N-<,G 7,@J

"

)/< R<QQ<- 7,@J

"

)/< OH@2?J/G

& 太

阴,少阴,厥阴分别译为#

)/< N-<,G 7?@

"

)/< R<QQ

#

<- 7?@

"

)/< 9^Q12HG< 7?@

"这并未体现出三阴三阳之

间的关系.

6

/

+ 而文树德在其著作中"将阳明,厥阴分

别译为#

M,@J ^-?22?,@.<

$

M,@J >?@J

阳明%和
.<,Q

#

?@J M?@

$

aH< M?@

厥阴%"他认为阳明是介于太阳和少

阳中间阶段"厥阴是太阴和少阴的中间阶段.

;

/

+

6

!

6

$对病证名译法

(2F, 0<?G/

译本中对盗汗,心悸,便秘的译文是非

常准确的"也是目前通用的
@?J/G QX<,G?@J

"

T,2T,

#

G?1@

"

.1@QG?T,G?1@

"这类词都借用的西医术语"因为

此类术语无论是从症状表现还是实际内涵都是相

似的+

(2F, 0<?G/

将'癫(译为
?@Q,@?GM

或
>,I@<QQ

"

'疽(译为
H2.<-Q

" '伤寒(译为
?@aH-M 1Y G/< .12I

.

6

/

"

'痹(译为
@H>^@<QQ

" 可以看出
(2F, 0<?G/

不仅对病

证名进行了翻译"还对相关概念进行解释"认为'痹(

是由于血脉阻滞所致'

,GG-?^HG<I G1 1^QG-H.G?1@Q ?@

G/< Y21X 1Y ^211I3

(

.

6

/

+ 并且提出心痹的主要病因是

感受外邪和情志+ '

(G ?Q .1@G-,.G<I G/-1HJ/ <AG<-

#

@,2 <S?2 ?@Y2H<@.<Q

"

.,HQ?@J ,@A?<GM ,@I <>TGM

#

?@J G/< /<,-G X/?2< G/< <S?2 ?@Y2H<@.<Q Y1221X

?@G1 ?G3

(

.

6

/

6

!

;

$译本的不足之处

译本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缘于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理

解+

(2F, 0<?G/

的译著在导论中介绍)易经*和八卦的

出现的背景时"把'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一句"译为

'

*<@ *,@J X/1 ,QQ?J@<I /?Q Q?A Q1@Q G1 G/<

G,Q] 1Y .2,-?Y?.,G?1@ 1Y G/< G-?J-,>Q

+(这句话回译

成中文是'文王分配他的六个儿子去弄清楚卦气(+

按'六子(的原意"应指八卦中的'六子卦气说("包括

'坎,离,震,兑,异,艮("而英译者望文生义地译为文

王的六个儿子+

.

!

/

;

$评价

(2F, 0<?G/

是世界上第一位将)素问*译成英文的

美国学者+ 在其译著
)/< 7<221X =>T<-1-

%

Q &2,Q

#

Q?. 1Y (@G<-@,2 +<I?.?@<

$)黄帝内经 *% 中"

(2F,

0<?G/

指出当时中医学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

医药发展作为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即将中医药作

为国家遗产加以保护+ 二是由于现实存在的医疗条件

决定的"即国家的西医医生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一个

人口大国对医疗条件的需要.

6

/

+ 因此"政府决定大力

发展中医药"利用
;"

万的中医医生去解决国民健康问

题+ 可见
(2F, 0<?G/

对中医药的认识结合了中国社会

发展和医疗条件的实际状况"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

社会文化信息由多种符号体系承载"而翻译本质上是

两种符号系统的转换.

5

/

+ 姑且不谈及
(2F, 0<?G/

的翻

译是否符合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的标准"也不论是

否符合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仅就她翻译出

版首部)素问*英译本"即可说为中医药典籍的翻译传

播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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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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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R1@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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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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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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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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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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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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