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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英译·

《本草纲目》最早英文节译本及其英译特色探析

邱　
!

　　
#6&%

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籍，中文

译名为《中华帝国全志》，四卷对开本，法文名简称
B7


FA?<GH<0I J7 1

′
:;G<?7 J7 1- 'K<I7

，编著者名杜赫德

（
(7-I


L-GH<FH7 B> M-1J7

，
#965

—
#65&

年）。此书

是杜赫德根据
#6

世纪来华的
!6

位传教士的报道编

写而成，被称为
#8

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名著”之一，是

#8

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欧洲人

了解中医学的重要书籍。此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地理、

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物产、科技、教育、语言、

文学，几乎无所不含，有关中医学的内容即在第三卷

中。这本书于
#6&%

年在巴黎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人

们的注意，当年
$

月的英国《君子杂志》（
*K7 N7IH17


;-I

′
F ,-O-4<I7

）就预报了译成英文的消息，随后很

快便出现了抢译现象，
#6&9

年出版商瓦茨（
+-HHF (

）

以《中国通史》（
*K7 N7I7?-1 M<FH0?. 0P 'K<I-

）为

名在伦敦出版，对开本
5

册，节译本，译者为卜罗氏

（
L?00Q7F R

），该书先后于
#6&$

、
#65#

年两次再版，

西方版本家称为“瓦茨版”；
#6&8

年，出版商“凯夫”

（
: '-S7

）再译该书，题为《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

志》（
B7FA?<GH<0I 0P HK7 :;G<?7 0P 'K<I- -IJ 'K<


I7F7 *-?H-?.

），此为全译本，
#65#

年再版，分为两大

册，西方版本家称为“凯夫版”。王吉民先生认为前者

不甚完备，且乏精彩，笔者据此对全译本的“凯夫版”

作重点探讨。

“凯夫版”译本中的中医学部分为第二册的
#8& T

!&%

页，译名为
*K7 U?H 0P ,7J<A<I7 -;0IO HK7 'K<


I7F7

，主要介绍了中医脉学、本草、方剂以及养生方面

的知识。王吉民先生分别用脉理、药物、医方、卫生予

以概括［
#

］。其中，《本草纲目节选》（
:VH?-AH 0P HK7

W7I HF-> Q-IO ;>

，
HK-H <F 'K<I7F7 M7?X-1 I-H>?-1

M<FH0?. 0P 'K<I-

，
P0? HK7 >F7 0P WK.F<A

）即为现存

李时珍《本草纲目》英文节译本。

#

　《本草纲目》的翻译和流传　李时珍《本草纲
目》是我国本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推动

我国药物学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世

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它在国内辗转翻刻多达

%"

余次。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部药物

学巨著先后被译成日、朝鲜、越南、拉丁、西班牙、法、

俄、德、英等多国文字，广为传布，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影

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K-?17F R0X7?H B-?Y<I

，

#8"$

—
#88!

年）在其进化论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引

用《本草纲目》的资料，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

书”。

《本草纲目》首先传日，之后入朝鲜及越南，
#6

世

纪最先由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将其介绍传入欧洲。欧洲

人真正重视《本草纲目》的科学价值，是在法国学者、

传教士巴多明（
B0;<I<=>7 W-??7I<I

）、汤执中（
Z-


HK7? J

′
<IA-?S<117

）等向法国科学界介绍此书的全部内

容之后开始的。其重要标志即是
#6&%

年《中华帝国

全志》的出版［
#

］。在它的基础上翻译的版本，即是《本

草纲目》最早英文节译本。

!

　“凯夫版”译本的主要内容　“凯夫版”译本的
第二、三节即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节译部分，分为

本草和医方二章，其中本草章第一节为概要性介绍文

字，包括李时珍生平及出版背景、
%!

卷内容及各类药

品数目、编排方式及体例等内容，第二节为《历代诸家

本草》内容，并非直译原文，而是将原文的内容分为

汉、唐、宋、元、明
%

个朝代，将诸家本草做了归类整理，

对于各本草书籍的介绍也仅限于书名、作者、朝代、卷

数等内容，书名前冠以序号，共计
5"

本，一目了然，实

为原文的删改译本；《神农本草名例》和《七方》则较为

忠实地翻译了原文的内容，原文和诸家评论一并译出；

至于陶弘景《名医别录》《合药分剂》也仅译出一部分；

医方一章
#9

种药品，介绍有详有略，每种药品多涉及

产地、炮制、性味、功效、附方等内容。译者夹叙夹议，

注重中西对比，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

&

　主要英译方法和特点　纵观该译本，译者的着
眼点在于给欧洲人介绍《本草纲目》的基本知识，因

此，更多地采取了译者评论和原文翻译完全混合在一

起，文后以
30H7

（注解）的形式进一步补充说明，内容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0


%

·６１９　　·

涉及药物当时在中国的使用情况、药物相关概念的解

释以及译者翻译时的感受，大部分为译者亲身经历的

事，这给译文增加了很多趣味性。以文化负载词的翻

译为切入点，以“人参”的翻译为例：

在“人参”条后的注释中，可以发现译者的一些翻

译方法：“
)H <F J<PP<A>1H H0 >IJ7?FH-IJ HK0?0>OK1.

HK7 I-;7F 0P J<FH7;G0?F <I 'K<I-

，
-IJ HK7?7P0?7

Y7 ;-. G7?K-GF X7 ;<FH-Q7I <I HK7 I-;7F 0P

F0;7 0P HK7F7 J<F7-F7F

：
+7 K-S7 O<S7I HK7F7

?7A7<GHF Y0?J P0? Y0?J

，
HK-H HK7 ?7-J7? ;-. P0?;

- I0H<0I 0P HK7 Y-. 0P HK<IQ<IO -;0IO HK7 'K<


I7F7

，
-IJ HK7 ;-II7? 0P ;-Q<IO >G HK7<? ;7J<


A<I7F2

”［&］

译者认为，完全理解中医病症的名称很困难，因此

有可能错译了某些病症名称。在翻译时，逐字逐句地

给出了这些方剂，这样让读者能够形成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和主张，以及配伍药物时的方式。这段话，很鲜明

地表明了译者异化的翻译主张，在此前提下，完全站在

尊重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让西方人了解和接受中医学。

如人参适应症名称的翻译，译者显然是注意到了

中西疾病的差异，翻译时用疾病的主要症状来代替疾

病的名称。如“伤寒”意译作：
;-1<OI-IH P7S7?F

（恶

性的发热）［&］。用疾病症状翻译疾病名称的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会遗漏某些其他重要的症状，并不能很好

地揭示疾病的全部内涵，但显然，译者已充分注意到中

医疾病的特殊性，并未与西医相关疾病进行混淆。如

中医学的伤寒≠西医的伤寒病（H.GK0<J），前者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指的是所有外感热病的总称，

因兼夹病邪不同而临床表现各异，狭义伤寒专指感受

风寒之邪引起的疾病，发热为两者共有的症状，后者多

由感染伤寒杆菌而起，除有高热之外，还伴有肠道症状

和皮肤玫瑰疹等。病因、症状均不同，中西疾病内涵迥

异。现中医学伤寒多直译为
A01J J-;-O7

。译者并

未将《本草纲目》中人参所有的适应症都译出，如“消

渴”、“厥逆”等病症，正如前文所说，译者理解起来困

难，索性作罢，其他
#%

味药物亦然。

方剂学名词的翻译基本采用字对字的直译法，如

四君子汤：
*K7 J7A0AH<0I 0P HK7 P0>? Y<F7 ;7I

。方

剂剂量的翻译，译者分别用英制剂量单位
G0>IJ

翻译

“斤”，
0>IA7

翻译“两”，
J?-;

翻译“钱”，
O?-<I

翻译

“分”。《本草纲目》中的剂量单位，沿用宋制，宋代立

两、钱、分、厘之目，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

两，十六两为一斤。换算过来，一斤（
#9

两）
[%"" O

，

一两
[&#


!% O

，一钱
[&


#!% O

，一分
["


&#!% O

，这

与英制剂量单位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
#G0>IJ [

5%5 O

，
#G0>IJ [ #90>IA7

，
#0>IA7 [ #9J?-;

，

#J?-; [!6


&5&6%O?-<I

。译者在注释中对这些剂量

单位，作了特别的说明，指出中国的“两”以下单位的

#"

进制特点，提醒读者加以注意［
&

］。

中药名则非常灵活。有音译法，如三七：
\U3


*\)

，

直译法，如白蜡：
+M)*:


+U]

；音译结合直译法，如海

马：
MU^ ,U 0? \7-


M0?F7

；有借鉴拉丁译法，如大黄：

RM_LURL

［
&

］。中药名翻译的随意性，体现了译法并

未规范统一，这与介绍性翻译的特点不谋而合，同时也

为中药名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范本和借鉴。在很长一段

历史时期内，中药名均采用拉丁语来翻译，如上述大黄

的翻译，即来源于拉丁语
RK7>X-?X U?>;

，保留了曾

经使用的拉丁语的痕迹，实为拉丁名称的英语化。但伴

随着拉丁语在实际使用中的逐渐消亡，在交流中困难重

重，逐渐被英语所取代，而英语翻译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即一种英语名称有可能包含多种中药，无法做到一一对

应，而且拉丁、英语译法都存在冗长、难记、难辨认的特

点，因此音译中药名又开始逐步推广起来。目前多采用

音译加拉丁、英语并行的方法进行过渡。

本草、方剂基本理论名词则音译、直译、意译或三

种方法结合运用，如“君、臣、佐、使”译为“̀
.>I

，
0?

\0S7?7<OI

；
'K<I

，
0? J0;7FH<A F7?S-IHF

；
*F0

，
0?

O7I7?-1 0PP<A7?F ?7F<J<IO -X?0-J

；
\K7

，
F>X-1H7?I

0PP<A7?F

”、“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译为

“
HK7 *- P-IO

，
0? O?7-H ?7A7<GH

；
HK7 \.-> P-IO

，
0?

F;-11 ?7A7<GH

；
HK7 YK-IO P-IO

，
0? F10Y ?7A7<GH

；

HK7 `.< P-IO

，
0? =><AQ ?7A7<GH

；
HK7 `< P-IO

，
0? 0JJ

?7A7<GH

；
MOK7Y P-IO

，
0? 7S7I ?7A7<GH

；
HK7 Z>

P-IO

，
->V<1<-?. 0? J0>X1. 7S7I ?7A7<GH2

”、“四气

（寒、热、温、凉）”译为“
P0>? =>-1<H<7F 0P HK7 -<?

，

A01J

，
K0H

，
H7;G7?-H7

，
A001

”、“五味（辛、甘、酸、苦、

咸）”译为“
P<S7 F7S7?-1 H-FH7F

，
FK-?G

，
FY77H

，

F0>?

，
X<HH7?

，
-IJ F-1H.

”等。

其中“君、臣、佐、使”和“七方”的翻译，基本采用

音译
a

直译
a

意译的方法，“四气”、“五味”采用直译

的方法。有些名词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如“复方”，多

指数方组合的方剂，并无附属、附加的含义（
->V<1<-


?.

），也并无双偶方的含义（
J0>X1. 7S7I

），现多翻译

为
A0;G0>IJ P0?;>1-

；“四气”中的“气”多指中药

所具有的“寒、热、温、凉”
5

种“性质”，现多译为
G?0G


7?H.

，而绝无“空气”（
-<?

）的含义等。这些无不反映了

译者对本草方剂基本理论的陌生。

总之，《本草纲目》最早英文节译本。出于对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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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迥异的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知识的热爱和推崇，体现在

英译结果上，多为介绍性翻译，即翻译出原文的精神内

容，并不太注重原文的形式和原貌。一方面，译者对中

医学的理解有限，不乏省略或错译的情况，另一方面，尊

重中医学文化的独特性所在，促使中医思维方式为西方

人接受，因此基本采用异化法。体现在篇章翻译上，更

多地采取意译方法，译者评论和原文翻译完全混合在一

起，文后以
30H7

（注解）的形式进一步补充说明；体现在

名词的翻译上，综合采用直译、意译、音译或相互结合的

方式，注意区分中西医名词概念的不同等。

《本草纲目》最早英文节译本，是早期西方汉学研

究的产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了西学东渐和

中学西传时代背景对于早期中医古籍翻译的双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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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美 王硕仁　王　舒　卞兆祥　方邦江　方敬爱　邓跃毅　叶文才　田金洲　史载祥　白彦萍

吕志平　吕维柏　朱　兵　朱明军　危北海　庄曾渊　刘干中　刘瓦利　刘龙涛　刘　平　刘　良
刘建平　刘建勋　刘保延　刘鲁明　齐清会　阮新民　孙汉董　孙　燕　阳　晓　花宝金　苏　励

李乃卿　李大金　李廷谦　李军祥　李连达 李国栋　李国勤　李　恩　李　涛　李焕荣　杨任民

杨宇飞　杨秀伟　连　方　时毓民　吴大嵘　吴万垠　吴泰相　吴根诚　吴　烈　邱　峰　张大钊
张卫东　张允岭　张永贤　张永祥　张荣华　张俊华　张亭栋　张家庆　张敏州　张敏建　陆付耳
陈士奎　陈小野　范吉平　范维琥　林志彬　林　谦　林瑞超　郁仁存　果德安　季　光　周　俊
周霭祥　郑国庆　赵一鸣　赵伟康　赵芳芳　赵健雄　胡义扬　胡晓梅　胡镜清　侯凡凡　饶向荣
洪传岳　栗原 博（日本）　夏城东　顾振纶　徐凤芹　徐　浩　殷惠军　凌昌全　高瑞兰　郭　军
郭　艳　郭赛珊　唐旭东　黄光英　黄　熙　梅之南　曹小定　崔　红　麻　柔　梁　春　梁挺雄
梁晓春　梁繁荣　董竞成　董福慧　谢竹藩　谢明村　谢　恬　蔡定芳　裴正学　廖福龙　衡先培
戴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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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K7IO


V<IO ,U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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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