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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养生术语的英译：以“德”字为例

邓珍珍　沈　艺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当今中医养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人们对中医养生术语的英译关注度却不很高。为了促进中医养生对外交流与传
播，规范中医养生术语的英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古籍和文献，探寻《黄帝内经》中“德”字与养生关系，揭

示作为养生术语的“德”字英译的重要性。然后对比２个《黄帝内经》英译本中“德”字的译文，追根溯源，找出“德”字作为
养生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参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冯珠娣（ＪｕｄｉｔｈＦａｒｑｕｈａｒ）的译法，并借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
加以分析，给出“德”字的英译。这项研究为中医养生术语的英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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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气候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疾
病谱的变化，人们对自我身体健康的关注度开始提

高，养生意识越来越强，作为中医养生经典著作的

《黄帝内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对《黄帝

内经》养生学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中养生术语英译

的研究却较为薄弱。进入２１世纪后，人类对健康疾
病的认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开始从

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型医学模
式转化。这一转型表明人类开始意识到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关系与疾病和健康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即

是“德”的具体体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道德修

养”纳入了健康的大范畴。那么“德”与养生到底有

什么关系呢？作为养生术语的“德”该如何英译？

１　“德”与养生的关系
养生方法多种多样，分为养身、养心、养德等层

面，有儒释道医等不同流派，但无论什么流派都将养

德放在首位。“以德养生”思想源于孔子“仁者寿”

的观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说“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想要养身先要养心，又说仁者寿，智者乐”［１］

（《论语·雍也》）。孔子将仁爱之德与养生合二为

一，后来经过不断引申，“仁者寿”发展为儒家道德

养生思想的核心命题［２］。“道家的主要养生法是内

丹术，而‘练己’是内丹术的最重要的基本功，‘练

己’就是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３］老子说：“道生

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

贵德。”［４］意思是说道生成万事万物，而德蓄养万事

万物，万事万物的生长繁衍都要以道为尊以德为贵，

所以养生离不开养德。晋代医家葛洪在《抱扑子内

篇》中说道“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

也”［５］指出仅仅依靠一些方术是远远不够的，要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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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必须修德。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

序》中说“故养性者，不但饵药，其在兼于百行。百

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

金丹，未能延寿。”［６］孙思邈与葛洪都认为养生必先

修德。《黄帝内经》吸收了秦汉以前道家儒家等的

养生思想，也将养德置于首位。“是以嗜欲不能劳其

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

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

不危也。”［７］意思是，那些人之所以能够抵御外邪的

侵害，寿命长过百岁，是因为合于养生之道，拥有醇

厚的品德。“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携天地，把握阴

阳，呼吸精气”“故能寿敝天地”“中古之时有至人

者，淳德全道”“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其次有圣

人者，处天地之和”“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

法则天地”“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７］中讲的真人、

至人、圣人、贤人其实是古代道德高尚之人的代表，

而以这４种人代表养生长寿的层次本身，已经包含
了崇尚道德修养为养生之本的思想［８］。

２　“德”在《黄帝内经》中的英译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

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

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

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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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照国将“以其德全不危也”译为因为他们遵

循了养生之道。将德全不危直接理解为养生之道与

上面的“故合于道”中的“道”意思相同。吴本将其

译为保持健康的生活，认为“德全不危”与上文的

“故合于道”是一个意思。

３　“德”字的含义
那么《黄帝内经》中的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德

全不危”与“道”是一个意思吗？清代的张隐盭认为

“德者，所得乎天之明德也。全而不危者，不为物欲

所伤也。”［１０］由此可知“德”指的是天之明德，大德，

天德。“道”是指“养生之道”［１０］，与“合于道”中的

“道”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周凤梧和张灿糹［１１］认为，

“德全不危”是指“其德完备，能不受病邪的危害。”

与张隐盭的观点如出一辙。那么“德”该怎么翻译

呢？除了上面的“德全不危”以外，《黄帝内经》中还

出现了“淳德全道”。下面是２个《黄帝内经》英译
本对“淳德全道”中“德”的翻译：

“中古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与于四

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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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照国将德译为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吴本将其译为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黄帝内经》中养生所修之德即包含内心
修养也包括外在的行为准则。“以恬愉为务，以自得

为功，形体不弊，精神不散”，“恬淡虚无”“精神内

守”这些都是修德的具体体现。《牛津高阶英汉双

解词典》［１２］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解释为“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ｗｒｏｎｇｏｒｇｏｏｄａｎｄｂａ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指的是衡
量行为的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即道德。而此处的

“淳德”的意思是醇厚的道德，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以

及德行修养，此“美德”既包含了孔子的“仁义礼智

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也包括了老子庄子所

追求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在《道德经》中，“德”是

“道”的具体体现，“道”是“德”的实际内涵。“道”

为体，“德”为用，体用不二，不可分割［１３］。《黄帝内

经》中道德养生思想主要是先秦道家和儒家思想的

继承和发扬。所以此处翻译成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或ｍｏｒａｌ这２
个词都是不准确的。根据玄奘的五不翻原则中的

“生善故”（如：般若，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

若的意义高于智慧，更能使人生尊敬之意），中医养

生之德意义高于道德，传达了一种养生学所特有的

文化意味，所以符合五不翻原则。但是单纯采用音

译势必会阻碍信息的交流。而采用音译加文内注释

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李照国在翻译《黄帝内经》的

时候就大量采用了此种翻译方法，其有助于文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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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传递以及实现其交际功能。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冯珠娣（ＪｕｄｉｔｈＦａｒｑｕ
ｈａｒ）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１４］合著的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Ｔｈｉｎｇｓ：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Ｌｉｆ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Ｂｅｉ
ｊｉｎｇ这本书描述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包含了大量的
中国本土文化信息。经过统计，全书有２５６个词使
用了拼音加括号内注释的方法。其中涉及到德字的

有５处（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６８，２９７页），冯珠娣均将其
译为“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ｖｉｒｔｕ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ｄｅ，德）”。查阅《牛
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１１］可知 ｖｉｒｔｕｅ有３个意思：
（１）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ｓｈｏｗｈｉｇｈ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２）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ｈａｂｉｔ；（３）ａｎ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ｏｒｕｓｅｆｕｌｑｕａｌｉｔｙ；这些表达的都是正面意思，
指的是美德，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行等。“ｍｏｒａｌｉ
ｔｙ”是一个中性词，有好的品德也有坏的品德。但是
在道德养生中所修之德为天德，大德或明德。一定

指的是美好的德，所以“德”翻译成“ｖｉｒｔｕｅ”更加合
适。我们在翻译这一类词的时候也可以借用冯珠娣

的处理方法，将“德”译为 ｄ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ｖｉｒｔｕｅ，德）。
这样做可以避免错误的产生，即使翻译的不甚准确，

也可以通过拼音汉字做进一步的搜索与查询，同时

拼音和汉字的使用将原语的文化带入了译入语中，

即引入了异域文化，有助于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

合。当其融入了目的语文化并被广泛接受以后就可

以去掉释义与汉字了。《黄帝内经》中其他的养生

术语比如“天年”，其意为人的自然寿命，可以仿照

此种译法译为 ｔｉａｎｎｉ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ｉｆｅｓｐａｎ，天年），“养
生”一词也可以译为 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ｌｉｆｅ，养
生）。

４　讨论
音译加注释加汉字这种翻译原则和策略的选择也

可以用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来加以分析和解释。

“生态翻译学（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可以理解为一
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１５］胡庚申在提出生态翻译理论的时候借用
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即选择／适应论，将翻
译生态环境比喻为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包

括动物、植物、人类、微生物等相互作用的整体，而翻

译生态环境包括出版商、发行商、译者、读者、原文、

译文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生态翻译学研究又指译者

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研究译者

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技能发展。也就是

说生态翻译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

过程、原则、标准和方法进行了研究［１６］。在生态翻

译理论中，胡庚申教授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

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１７］。其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指

原文、原语和译语呈现的世界即语言、文化、交际、社

会与诸者（作者、读者和委托者等）构成的互联互动

的整体。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原则为“多

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就是在翻译的过

程中译者要把握好“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

和交际维的转换。“语言维的适应选择性转换”，即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原语和目的语在语言层

面上的差别，在语言形式上做好转换；“文化维的适

应选择性转换”，即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关注文化信

息的传递；“交际维的适应选择性转换”，即除了注

意语言，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还要

将重点放在交际意图上，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交际

意图［１８］。

在翻译“德”的时候，首先译者要去适应翻译生

态环境，主要是从三维的角度（语言维、文化维和交

际维），“德”的含义，文字背后的文化信息以及交际

用途。然后再依据这三维选出最佳译文。将“德”

按照上述冯珠娣的译法进行翻译符合了文化维和交

际维。如果翻译成ｍｏｒａｌｉｔｙ或者是ｍ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在
语言维方面是便于阅读，但是完全损失了其文化意

味。典籍的翻译主要是为了推行中医，进而传播中

国文化，而按照上述译法其交际意图也不能达成。

综合以上因素，“德”建议译成 ｄ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ｖｉｒｔｕｅ，
德）。

５　结语
在术语翻译的时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弄清术语的含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只有

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译者才能代表翻译生态环境

对译文做出选择。这样选择出来的译文才是最佳译

文，才能够在目的语中生存下来。“德”字的英译仅

仅只是养生术语英译的一个范例，《黄帝内经》中还

有许多同类型词的翻译需要我们去探讨、去挖掘。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大家对养生术语英译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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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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