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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the soul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Nowaday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serv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We can explore the growth poi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onnotation, construct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to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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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灵魂

和根基。而今，中医药文化建设中还存在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建设不够、中医药

文化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中医药文化的国际服务不够等问题。可以从发

掘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生长点、构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产业链、提高中医药文化

的国际贡献度三个方面创新中医药文化建设路径，开展中医药文化建设，增强

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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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灵魂

和根基。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增强其竞争力和影响力，对于促进中医药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今，中医药文化建设面临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创新

中医药文化建设路径。

1  推陈出新：发掘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生长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医药的发展曾经遭遇过许多的风雨坎坷。中国由长期

的“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后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备受追捧，许多人在认

识和对待中西文化方面，产生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

传统文化遭到质疑，甚至受到严厉的批评，曾国藩、梁启超、胡适等均发表过

对中医的批评意见。冯友兰先生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医药文化问题也做

过探讨，其中医药文化观的主导倾向是“废医存药”。时至今日，仍存在不信

中医甚至否定中医的声音。

然而，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是特殊时期的非“常态”情形。正常情形下，

国人的认知应该是，中医药繁荣是过去中华民族昌盛的重要表现之一，对人民

救死扶伤、实现“健康梦”立下过汗马功劳，现今中医药仍然对于维护民众健

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是中医药事

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思维。因此，发掘中医药文化内涵生长点，就成为中

医药院校、中医医院和中医药企业等肩负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中医哲学及其

方法论、中医学术流派、中医药非遗保护和中医药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

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总的来说，中医药文化研究不够深入，缺

乏整体性；对于中医药文化的现实研究不多，其研究视野还主要局限于古代中

医药文化等。因此，中医药院校应该发挥学术优势，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紧

密结合起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

首先，开展自身建设研究，探索中医药文化自身建设的形势、基本内容、

对策方略组织以及管理体系等，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其次，

开展学术理论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如“大医精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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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的道德标准，“追求平衡，崇尚和谐”的思维方式，以及“天地一体、

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研究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丰富

的文化内涵等。通过发掘过去中华民族对疾病、健康和生命的认识，建立富有

时代特征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最后，开展临床实践研究、传承创新中

医药诊治方法。加强中医药辨证论治、四诊方法等独特的诊疗方法研究，探讨

辨证施治的规律；搜集整理民间中医绝技和中药秘方验方，挖掘和推广民间中

医药文化。现在，中医药文化建设在中医院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为众多中医院管

理者所认识。但是，在建设实践中，许多中医院的文化建设仍停留在建筑亭台

楼阁、创作院歌和设计院徽等形式层面，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建设往往被忽略。

一般来说，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建设应该彰显“人本”理念，既要重视引进、培

育和储备人才，建立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队伍，又要重视健全“人本”管理机制。

石家庄市中医院作为国家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单位，把中医药文化的建设重点

放在培养和造就德艺双馨的“铁杆中医”上，在管理实践中注重以核心价值观

引导人、以行为规范塑造人、以环境氛围感染人、以中医药技术造福人，从价

值取向、员工举止、医院环境，到中医药特色疗法，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医药文

化氛围，真正做到做中医人、立中医心、践中医行，在中医药文化建设方面成

效显著。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医药企业更应该重视中医药文

化的内涵建设。中医药企业可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联合中医药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梳理一些中医药的文献、文物和古迹资源，系统研究古今名医的人

文精神和中医药典籍，造福人类。例如，权健国际自然医学集团每年拿出 1.5％

的利润，组织开展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工作，挖掘古籍、民间故事和典故中

的中医药知识技术，先后编著枟纳甲五行与天干、地支枠等资料，整理枟中药

炮制规范剖析枠和枟中医气象学枠等古籍。目前，该集团已收集、筛选、总结

秘方验方 600 多个，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日渐突显。

2  市场助推：构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产业链

当今，我国中医药文化建设中还普遍存在开发利用中医药文化经济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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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医药事业，亟需将中医药文化转化为生产力，走市场

化道路。构建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产业链，就是要把中医药文化的对外宣传、非

遗保护、合理应用和创新开发等工程结合在一起，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完美统一。首先，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提升中医药文化的魅力。2007 年

启动的“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已经走遍全国，“信中医药、爱中医药、用中

医药”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渐形成。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往往蕴藏于民众的生活中，

因此，从生活中提炼最能体现中医药文化精神的典型养生方式，就成为提升中

医药文化魅力的主要途径。这样通过推广和创新中国针灸术、中华药膳、中华

太极拳等养生方式，宣扬传统的民间工艺、民俗风情、民族文化和节庆活动，

以达到宣传中医药文化，增加国人对中医药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友人对中医药

的憧憬向往之情的目的。

其次，从源头上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目前，我

国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的中医药项目已达 41 项，涉及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中

药炮制技术、中医养生、中医正骨疗法、针灸和民族医药等。从近几年的实践

情况来看，“非遗”保护对于推动中医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具有积极作用。有

许多中医药老字号企业成功入选国家“非遗”名录，这些中医药老字号在市场

之路上得以畅行。

最后，将中医药文化转化为经济资源，开发中医药文化新产业。开发中医

药文化产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以中医药文化为主要内容开发广播电影电视、

广告、书刊音像、演出活动和动漫等中医药文化产品，通过生活化、时尚化的创作，

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向人们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二是开发有益于身

心健康的中医药文化服务。如发展养生文化服务、中医药健康教育、中医药文

化会展、生态健康旅游、药膳食疗和保健休闲娱乐等中医药文化服务性消费业。

3  服务世界：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贡献度

随着中医药文化知识的普及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和

认可中医药。全球 168 个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非遗”名录。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初步形成了全方位、



·121·
中医药文化建设路径探析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ptcm	 https://doi.org/10.35534/rptcm.0204019c

宽领域和多层次的格局。

但是，我国中医药的国际服务还面临许多问题：诸如东西方文化存在差异

导致中医药的诊疗方法还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医药服务在国际市场上

还面临着许多技术性和政策性壁垒；缺乏规模化和集团化的中医药国际服务贸

易实体，而且这些实体还存在对贸易规则的理解运用不够、开展中医药国际服

务贸易的运作能力不足、拥有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的知名品牌不多等问题；此外，

中医药国际服务特色不够鲜明，对世界民众的健康服务提供不够。

在人类文明成果共享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此，加

强中医药文化建设，还需要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贡献度。中国人一方面应该

树立中医药必须影响世界，能够影响世界，一定影响世界的自信心，另一方面

应该采取多途径向全世界宣传推广中医药文化，坚持固本强基，加强中医药研究，

倡导多途径创新中医药特色，提升中医药国际服务能力。具体而言，积极开展

中医药文化的对外宣传与交流合作，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深入理解和广泛

应用，助推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社会的主流市场；培养中医药服务的国

际知名企业和文化名人，塑造富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国际品牌，推进中医药国

际贸易；积极参与研讨国际健康问题，提供体现中医药特色的解决方案，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健康问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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