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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布理中医译介研究：西方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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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达布理对中医的研究在中医西传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1863 年达布理出版《中国医学大全》，书中参考了多部

中医经典文献，包括节译《针灸大成》《本草纲目》等部分章节。达氏不谙医理，错译、误译现象常见、影响有限，但仍具重要价值。

达不理对中医的译介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医的窗口，推动了中医西传。在中医西传历史中，达布理的研究作为历史节点，标志着西

方对中医探索进入新阶段，激发西方学者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总之，达布理的中医研究虽有不足，但在中医

西传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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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 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医学家来到亚洲，中医知识开始

逐渐传入西方。这一时期，西方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医针灸的书籍，

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中包括民俗介绍、专题介绍、西方

各国相互转译的著述以及西方人翻译的中医针灸典籍。尽管前三

类著述数量众多，但多掺杂作者个人见解，甚至存在断章取义、

歪曲中医针灸基本理论的情况。相比之下，第四类著作虽然数量

较少，但对于中医针灸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重要意义。

达布理的著作虽然存在不足，但它也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医

的关注与探索。在那个时代，语言与翻译问题成为中医西传的一

大难题。中医理论、概念和用语富含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背景，

如何将其准确地翻译成地道的西方语言，一直困扰着中外译者。

几百年来，中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虽然仍

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二、达布理所处时代背景

（一） 19 世纪西方医学发展状况

在 19 世纪，西方医学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当时的西方医

学主流思想是医学与实验结合，强调实证科学，以解剖学、生理学、

病理学等为基础，追求对疾病的精确诊断和有效治疗。这种主流

思想使得西方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同时

也对中医产生了复杂的态度。

（二） 科学观与中医理论的冲突

随着盖伦理论逐渐被取而代之，新的医学理论诞生。这一时期，

西方医学更加注重实验和观察，强调对人体生理机制的精确理解。

而中医理论基于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概念，与西方医学的科学

观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西方医学对中医的排斥。例如，

西方医学家认为中医的理论缺乏科学依据，无法通过实验验证。

他们质疑中医的诊断方法，如脉诊和舌诊，认为这些方法过于主观，

缺乏客观性。此外，中医的治疗方法，如中药、针灸等，也被认

为是未经科学验证的传统疗法，不值得信任。但是对中国的药草

学以博物学的观点予以部分接受，另外，中国医学的实践效果也

让他们产生好奇。

总的来说，19 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医产生了复杂的

影响。科学观与中医理论的冲突以及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

中医在西方的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

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医，并尝试理解和研究中医的理论和方法。

达布理的中医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三、中医西传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在中医西传中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16 世纪东来以

后，他们一直将科技作为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手段，把带来的

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医学尤为突出。

例如，耶稣会果阿教区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到达澳门后，开始系统

收集关于中国的资料和信息，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医学的观察。在

华居住近 30 年的利玛窦，不仅赞扬中医，还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

传统社会重科举而轻视数学和医学研究的现象。葡萄牙传教士曾

德昭对中医治疗方法和西医方法进行比较，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

脉诊。明末，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开始系统研究脉学，并将晋

代名医王叔和的《脉诀》翻译介绍到西方。此外，卜弥格和耶稣

会士钱德明也纷纷对针灸加以介绍。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医的认知经历了从拒绝到短暂“针灸热”

再到冷却的过程。一开始，西方医学家认为中医的理论缺乏科学

依据，无法通过实验验证，对中医持排斥态度。然而，随着一些

西方人士亲身体验到中医的疗效，特别是针灸的神奇效果，西方

出现了短暂的“针灸热”。例如，到 19 世纪初，针灸已经在法国

得到广泛应用，出现了相关研究机构，国际学术活动也得以相继

开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医的治疗方法相对缓慢，且其

效果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明显体现，再加上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

西方对中医的热情逐渐冷却。不过，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对中

医的研究和探索，认为中医有其独特的价值。例如，以雷慕沙为

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对中医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

中国科学发展停滞不前，中国医学著作有其价值。

四、《中国医学大全》的中医呈现

（一）节译内容分析

达布理在其著作《中国医学大全》中节译了《针灸大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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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节，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医针灸提供了一个窗口。然而，由

于达布理本人不谙医理，其翻译存在诸多问题。

达布理的节译重点可能在于介绍针灸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然

而，由于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他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了对穴

位名称、针灸手法等方面的错误理解和翻译。例如，一些穴位的

名称在翻译中可能失去了其原本的含义，或者被错误地对应到其

他概念上。针灸手法的描述也可能因为不理解其背后的医学原理

而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准确。此外，对于中医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

如气血、经络等，达布理的翻译可能无法准确传达其深刻的内涵

和意义。

（二）影响及局限性

达布理的研究对当时西方中医传播的影响是有限的。一方面，

由于译文多有讹误，使得西方读者对中医针灸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降低了中医的可信度。很多西方读者可能会因为这些错误的翻译

而对中医产生怀疑，认为中医是一种不科学的医学体系。另一方面，

达布理的节译只是《中国医学大全》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传播范

围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在当时那个时代，西方医学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主流医学观念强调实证科学，对中医这种基于传统哲学

和文化的医学体系存在较大的排斥。因此，达布理的研究虽然引

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并没有在西方医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

尽管达布理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提醒他们在翻译中医著作

时要更加谨慎和专业，深入理解中医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以确保

翻译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同时，达布理的尝试也表明了西方对中

医的兴趣和探索欲望，为后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五、达布理中医研究的影响

（一）对西方中医翻译的推动

达布理的中医研究虽然因其本人不谙医理而导致译文多有讹

误，但其在中医翻译发展中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达布理的《中国医学大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医语言翻译

的难题。由于中西方语言差异明显，且中医理论富含中国传统哲

学和文化背景，很多中医概念在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准确的对应

词汇。例如，中医学上的“精”“气”“神”等概念，在西方语

言中很难完整地传达其内涵。达布理本人的非医背景，也导致其

在理解和辨识中医典籍细节方面有很大障碍，由此产生翻译上的

谬误，引发了学界对中医语言翻译的深入思考。人们开始意识到，

中医翻译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翻译，而需要深入理解中医概念背

后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以及临床实践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找

到更准确的翻译方法，避免因翻译错误而降低中医的可信度。

（二）引发对翻译难题的思考

达布理的《中国医学大全》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医语言翻译

的难题。由于中西方语言差异明显，且中医理论富含中国传统哲

学和文化背景，很多中医概念在西方语言中难以找到准确的对应

词汇。例如，中医学上的“精”“气”“神”等概念，在西方语

言中很难完整地传达其内涵。达布理的翻译错误更是凸显了这一

问题，引发了学界对中医语言翻译的深入思考。人们开始意识到，

中医翻译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翻译，而需要深入理解中医概念背

后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以及临床实践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找

到更准确的翻译方法，避免因翻译错误而降低中医的可信度。

（三）对中医西传历史的意义

在中医西传的历史长河中，达布理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

历史节点。1863 年，达布理在《中国医学大全》中节译《针灸大成》

的部分章节，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医西传的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标

志性意义。

当时，西方对中医的了解还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达布理的

尝试，尽管存在讹误，却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医针灸的

窗户。它标志着西方学者开始尝试将中医的经典著作引入西方，

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六、结论

达布理在 1863 年于《中国医学大全》中节译《针灸大成》部

分章节，虽因本人不谙医理导致译文多有讹误，影响有限，但在

中医西传历史中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成果方面来看，达布理的尝试为西方了解中医针灸提供了

一个窗口，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尽管其节译内容存在诸多问

题，如对穴位名称、针灸手法的错误理解和翻译，以及对中医核

心概念如气血、经络的不准确传达，但这一尝试本身具有开创性。

达布理的中医研究在中医西传历史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个

历史节点，它标志着西方对中医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

失败经验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教训，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医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望，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达布

理的中医研究虽然存在不足，但在中医西传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为我们了解中医西传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

的视角，也为推动中医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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