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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帝内经·素问》作为中国的医学宝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果主要取决于翻译的具体效果，只有完全的遵循
黄帝内经的发展历史背景，正确理解其表达的意思，才能够很好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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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１］完成于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至
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医学

典籍，体现了我国古代极高的医学成就，为我国中

医典籍开源之作，在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和发展方

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素问》是《黄帝内经》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素问》的内容分析该著作绝非

出自一时一人之笔，而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

而成。［３］《黄帝内经》的许多篇章是通过黄帝与其

臣子岐伯、雷公、少俞和鬼俞等人的问答形式来阐

述中医药理及其治疗方法，［４］语言精练且文化色彩

浓厚。其内容不仅包含古医学知识还涉及天文学、

哲学、地理和气象等其他内容，语言文字的运用包

含了明喻、暗喻、对偶和顶针等修辞手法。近年来

随着中医对外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许多古典医学名

著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极大重视，出现了很多有关

《黄帝内经》的英译版本，同时涌现出许多具有代表

性的中外研究学者。然而，这些学者限于自身知识

背景无法对《黄帝内经》做出较为深入的解读，使得

他们翻译出来的《黄帝内经》良莠不齐。［５］因此很

有必要对《黄帝内经》的翻译，尤其是英译历史进行

一番深入的梳理和研究，以探讨其中的利害得失，

进一步促进《黄帝内经》英译事业的发展。

　　一　《黄帝内经·素问》书名英译

中国的文化经典能否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

推广和应用，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经典之作的翻译，是否根植于

经典之作的起源背景。缺乏对起源和发展背景的

了解，领悟经典的内在实质就变得尤为困难。本部

分从皇帝内经的书名翻译角度进行分析，阐述了解

７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１
作者简介：申飞宇（１９８７－），女，湖南邵东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总第１０３期）

历史背景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黄帝内经·素问》的篇名翻译都把

“黄帝”译为ＹｅｌｌｏｗＥｍｐｅｒｏｒ，众所周知，黄帝并不是
一个黄色的帝王。［６］同时，很多译本把内经译为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内科学）这也是不正确的。关于
“黄帝”的说法，许多史学家将其当做一个远古的帝

王。据《辞海》：“黄帝”为一个传说中各个氏族的

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所以实际上黄

帝并非是一个远古的帝王，而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

的一个氏族部落，并且这个氏族居住在我国的西北

方地区，到了春秋时期这个氏族便改称为“华族”，

这便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正因为黄帝氏族是中华

民族的始祖，所以历代国人都以自己为炎黄子孙为

荣，将自己发明创造的众多智慧结晶都归功于黄帝

一人，托名为黄帝一人创造，实为中华民族集体智

慧创造的成果。将“黄帝”译为 ＹｅｌｌｏｗＥｍｐｅｒｏｒ似
乎是约定俗成的译法，但事实上极为不妥。另外

《中国翻译》将黄帝一词直译为 Ｈｕａｎｇｄｉ，ｆｉｒｓｔＣｈｉ
ｎｅｓｅｅｍｐｅｒｏｒ，用 ｅｍｐｅｒｏｒ来代替皇帝也存在着不恰
当之处。因为，ｅｍｐｅｒｏｒ作为一个君主制的帝王称
呼，而中国的君主制度始于秦朝秦始皇时期，与黄

帝的时代相距甚远，所以用ｅｍｐｅｒｏｒ称呼黄帝不妥，
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认为将黄帝直接译为 Ｈｕａｎｇｄｉ
还是一种与我国皇帝内经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文

化背景比较符合，相对而言这种直译的方法比较

妥当。

对于“内经”的译法也有很多争论之处，例如很

多学者将“经”译为 ｃｌａｓｓｉｃ或者 ｃａｎｏｎ。根据《朗文
当代高级英语辞典》ｃｌａｓｓｉｃ释义为经典作品、杰作，
ｃａｎｏｎ释义为教条、教规、规则、规范。再结合陆德
明对“经”字的解释指出其意思是常道、规范。医书

名选用经字译为该书是医学的规范，是其内容包含

了众多学医者必须学习和遵循的道理和规范。［７］

《黄帝内经》是一部医学经典，黄帝一词又是伪托之

词，因此笔者认为将“经”译为 ｃｌａｓｓｉｃ较为合适。
而“内”又与“外”相对，医经分内外，是为理论和临

床之分。《中医学概论》讲述《内经》为讲解医学理

论知识，《外经》讲述医疗技术。《黄帝外经》已经

遗失其讲述内容是什么已无从考证，因此“内经”一

词并不适宜译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内科学）。综上

以为“内经”应翻译为Ｉｎｎ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ｃ。
《素问》的内容是通过黄帝与其臣子岐伯、雷

公、少俞、鬼俞、伯高和鬼臾区六臣子的平素问答展

示众多医理和药理知识。因此结合语言文字的合

理性推断，“素问”为平素的问答，较为妥当。［８］所

以认为应将《素问》译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
ｓｗｅｒｓ。综上所述，结合皇帝内经的历史发展起源，
以及其表达的真实含义，建议将《黄帝内经·素问》

译为Ｇｅｎｅｒ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ｎｓｗｅｒｓ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Ｄｉ’ｓ
Ｉｎｎ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ｃ。

从书名的翻译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由于缺乏对

《黄帝内经素问》起源、发展以及形式的深入了解，

在字面的基础上对其展开翻译工作，会使整个书的

意思严重的发生偏离，最终导致我国的经典作品不

能够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在对中华

民族文化以及经典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充分了

解文化和作品的起源背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

　　二　《黄帝内经·素问》译者素养

译者对于翻译作品领域专业知识的了解，对于

文化发展背景的了解以及翻译水平高低，在很大的

程度上都决定着翻译作品是否保留着原汁原味，是

否能够以精简的方式表达最恰当的意思。《黄帝内

经·素问》是我国的一部经典的医学作品，同时也

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对其展开翻译不仅需要翻

译人员具有较强的医学专业技能，同时应该具有较

强的文学翻译功底。《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应

该是典籍翻译、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结合体。从

黄帝内经的翻译作品，不仅可以看到其翻译工作的

不断完善，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对于翻译人员综合素

质的需要。

从１９２５年至今《黄帝内经·素问》共有１２个
英译版本，其中包括了１９２５年 Ｄａｗｓｏｎ节译的《黄
帝内经·素问》，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当年的《医

学史年鉴》。［９］１９４９年美国医史学家ＩｌｚａＶｅｉｔｈ翻译
了《黄帝内经·素问》的前３４章，同年在威廉姆斯
·威尔金斯出版社出版，该英译版本得到多数人的

好评。［１０］广州孙逸仙医学院院长黄雯医师于１９５０
年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素问》前两章英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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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１９７８年加拿大人亨利·Ｃ陆等人完成了《黄帝
内经》的合译本。１９９５年美国华裔中医师Ｍａｏｓｈｉｎｇ
Ｎｉ的《素问》编译本在美国出版，作者长期旅居国
外，英文功底深厚，翻译语言流畅，用词灵活多变，

虽然仍存在错译和漏译，但还是属于一本使用价值

较高的英译版本。［１１］美籍华裔中医师吴连胜和吴

奇父子于１９９７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黄
帝内经》汉英对照全译版，该版本语言通畅流利，行

文清晰。作者有着良好的英文翻译功底，语言基础

扎实，但注释较多更似一本英文白话版的《黄帝内

经》。２００１年北京外文社出版的《黄帝内经》选译
本是由湖南中医药大学朱明医师作为高校教材而

作，该版本采用字对字的翻译模式，能展现出原著

原貌的风采。２００２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的由美籍
华人吴景暖撰写的《黄帝内经》选译本问世。２００３
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素问》全译本

为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撰写。他是一个兼修医学、

史学和文学三者的著名学者，为了使译文在翻译过

程中更为接近原著，他的翻译并没有采用任何现有

的医学术语，全文翻译自成体系。李照国教授的

《黄帝内经》全译本收录于《大中华文库》，并于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之间在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该
译本参照了历代医家的多种注释，在翻译的准确

性、学术性和权威性方面都有了较高的保证。２００９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素问》前２２章节译本
由罗希文博士完成。

从目前已经发表在外的《黄帝内经·素问》英

译本来看，受到广泛欢迎并且能够通过流畅的表达

方式展现出这部医学经典内在实质的译者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外籍华裔专业人员。一方面，他们对于

中国的中医具有浓厚的兴趣，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

和历史发展背景具有相当的了解，能够从经典之作

的最初形式出发深刻的了解其中的医学内涵。另

一方面，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对于外文的文化环

境具有全面的认识，同时能够用流畅的语言进行表

达。这样凭借着专业的技能水平以及对不同国家

文化的深入了解，能够很好的用另一种语言表达黄

帝内经最初的意思。［１２］从黄帝内经翻译的发展历

程可以看到，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开展，

跨学科领域学习人员的不断增多，使得黄帝内经的

翻译之作在很多精通历史、文学、医学的学者手中

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国外学者从《黄帝内

经》的本源出发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成为了现实。

　　三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历程

《黄帝内经·素问》的英译历程大致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不同时期的英译版本有着不同特征，

不同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在英美多元化的文

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功能与地位，中医典籍的英译

规范和要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各有不同。《黄帝内

经·素问》英译史整体而言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 １９２５－１９５０年，边缘发展阶段。
该阶段开始于１９２５年 Ｄａｗｓｏｎ写的一篇有关黄帝
内经的论文，从此一本出自德国人的《黄帝内经·

素问》最原始英译版本就开始在西方国家开始流

传。尽管中医早在１７世纪就已经传入欧美地区，
但在当时 “西方中心论”盛行，并且英国、法国和德

国都属于世界强国，中医学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为止
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来自西方的西医文化始终

处于强势地位，西方医学在中国地区传播如火如

荼。在这个阶段中医文化处在边缘地位的原因也

是多个方面的，首先，国民政府的导向中医学的地

位和作用处于文化发展的低谷，在中国中医与西医

之争激烈的进行着，并愈演愈烈。其次，缺乏一个

翻译恰当的经典作品，对黄帝内经的经典之处给予

酣畅淋漓的表达。在这个阶段发展的末期美国公

开出版《素问》的英译版本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

个阶段的经典作品共有三种《黄帝内经·素问》英

译版本。［１３］

第二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逐渐发展阶段。
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欧美文化作品
也传入中国，中国接受大量外国文化的同时也输出

带有自己价值观的文化作品，《黄帝内经》便是其中

之一。这一时期带有中国价值观的文化因素逐渐

步入世界中心舞台，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个时期的《素问》英译作品并不直接套用

现成的医学术语来表达中医学的独特观念，而是采

用多元化的方式来解释和表达独特的中医理念。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７年有４种《素问》英译版本。
第三个阶段２００１至今。迅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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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朱明译本和文树德译本是比较著名的两本

英译版本。这两本译本能够从最本质的角度展现

中医经典之作《皇帝内经》，不断的将中医学的经典

传播到国外，使其不断发展和壮大。但是，严格意

义上来说朱明的译本中的某些翻译术语也是值得

商榷的，例如将岐伯翻译成 ＵｎｃｌｅＱｉ就很不妥当。
而文树德的译本则得到很好评价，他力求全方位体

现《素问》的价值所在，是一部有着真正学术意义的

全译本。继这两部经典之作之后，２００２年在夏威夷
大学出版的由美籍华人吴景暖撰写的《黄帝内经》

选译本问世。２００３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素问》全译本为德国医史学家文树德撰写。

他是一个兼修医学、史学和文学三者的著名学者，

为了使译文在翻译过程中更为接近原著，他的翻译

并没有采用任何现有的医学术语，全文翻译自成体

系。２００９年由罗希文博士完成的《素问》前２２章
节译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多部经典翻译之

作的出版和问世，代表着中国中医经典《皇帝内经》

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发展。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作品之一，

目前已经有诸多的英译本在世界各国流行，由于译

者本人的知识背景、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学修养的不

同，导致对《黄帝内经》的解读不同，以至于翻译水

平参差不齐，英译版本风格各异，内容差别极大，呈

现出英译质量良莠不齐的态势。从１９２５年第一步
英译作品问世以来，已经有１２部英译作品相继问
世，并且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综合性人

才的不断出现，《黄帝内经》的翻译也越来越到位，

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

参考文献：

［１］李照国．黄帝内经素问［Ｍ］．西安：世界图文出版

社，２００５．

［２］雷　燕，施蕴中．译者主体性对《黄帝内经·素问》译文

的影响［Ｊ］．江西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６）．

［３］刘九茹．《黄帝内经》英译两原则［Ｊ］．河南职工医学院

学报，２００８（６）．

［４］雷　燕，施蕴中．《黄帝内经》英译研究［Ｊ］．辽宁中医药

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０４（１０）．

［５］兰凤利．《黄帝内经素问》翻译实例分析［Ｊ］．中国翻译，

２００４（４）：７５－７８．

［６］曾尔奇．译者的另一副“镣铐”———译者主体性发挥的

若干制约因素［Ｊ］．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０３）．

［７］兰凤利．《黄帝内经素问》书名英译探讨［Ｊ］．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４，０２（２４）．

［８］牛喘月．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再谈

《黄帝内经》英语翻译的方法问题［Ｊ］．中西医结合学

报，２００５（０２）．

［９］兰凤利．论译者主体性对《黄帝内经素问》英译的影响

［Ｊ］．中华医史杂志，２００５，２（３５）．

［１０］胡慧盈．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Ｊ］．

巢湖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０５）．

［１１］兰凤利．论《黄帝内经素问》篇名的英译———兼评两个

英译本的英译篇名［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４，

０３（２４）．

［１２］文　娟，蒋基昌．《黄帝内经》英译研究进展［Ｊ］．辽宁

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７）：２６０－２６２．

［１３］王吉民，傅维康．中国医史外文文献索引：１６８２－１９６５

［Ｍ］．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１９６６：１６５．

责任编辑：李　珂

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