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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消息 ． 

德国文树德教授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注系列著作完璧问世 

2011年7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译注》，从而使德国文树德教授主持的 

《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注释系列著作全部出齐。这套《素问》译注本的史学及语言学水准很高，既严谨全面地 

反映了《素问》的原貌，又展示了西方学者解读《素问》的许多独特视角。 

文树德(Paul U．Unsehuld)教授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4O余年来专攻中医历史文献，出版有关专著及译 

作30余种，发表论文120余篇。《黄帝内经素问》译注系列著作是文教授近年的力作，费时20余年。其成果 

分为 3书(共 4册)陆续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系列著作的第1种是《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2003年出版，520 

页)，相当于《素问》导论。此书除全面系统介绍《素问》的历史、命名、版本及注家等内容之外，还深入评价了 

《素问》的自然观、人体观、疾病观、养生思想以及各种治疗法则。令人倍感新奇的是，此书之末用了105页 

的篇幅全面介绍“五运六气学说”，第一次用西语揭密中国古老而玄奥的运气说。 

6年以后，该系列著作第2种《黄帝内经素问词典》(812页)出版。此书以《素问》1 866单字为纲，列举 

各字所在的文句及位置、组合词汇(8 800余)，并分别注出相关的英文意义。因此该书兼具词典及章句索引 

双重作用。书后有《素问》全文，并附有原单字的拼音与笔画索引光盘，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字词的所在位 

置及上下文。 

2011年出版的2册本《黄帝内经素问译注》(1 552页)是该系列著作的主体，堪称压轴之作。此书全文 

翻译了《素问》(王冰注本，计79篇)。此译本严格按照西方语言学标准，体现了文树德教授一贯坚持的史学 

与人类学方法，讲究语源与语境，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反映《素问》的原义与风貌。鉴于《素问》文辞古奥，历代 

注家与研究文著甚多，因此译者充分利用脚注，尽可能详尽地列举《素问》相关的历代研究成果与不同见解。 

为此，文树德教授领导的译注班子收集了中国学者20世纪所写的3 000余篇论文，整理了中、日等国在以往 

1 600年间的600多种注释专书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的利用，不仅能帮助读者解读《素问》原文，也尽可能 

多地提供了有关《素问》历代研究及阐释的丰富信息。该书之后也附有光盘，可供检索参考文献与历代相关 

研究书籍之用。 

20年磨一剑，文树德教授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研究与译注课题终于圆满结束。该译注系列著作虽然 

并非是第一个译本，但其内容的丰富与特色堪称前所未有。文教授以其德国学者的严谨，以及 40年从事中 

医历史文献及思想史研究的底蕴，将其长期坚持的史学一人类学方法贯穿于《素问》译注的全过程。这就决 

定了该译注本在翻译方法、解读视角以及关注热点等方面与众不同。因此这套《素问》译注系列著作不仅可 

以帮助世界读者更好地领略中国古代医经的风采，同时也可为东西方古代文化精髓的探讨与比较提供更多 

的刺激点与更可靠的文献基础。 

(郑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