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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CM becoming a national strategy, how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pread TCM culture has become the primary issue. Based on the clear status quo, on the basis of 

TCM culture propagating defini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the inner link between Confucianism culture,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level, exploratory from two aspects of daily life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urface of deep 

keywords of the TCM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boost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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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出去

成为首要问题。本文在明晰中医药文化定义及其传播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医药文化关键词“治未

病”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认知加工层次理论，探索性地从日常生活表层和文化心

理深层两方面提出中医药文化关键词的传播策略，以期助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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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中医药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中医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完整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

践框架，它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自然观、生

命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知行观）等中

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图式经由“医疗、治愈、保健”等方

式向世人展现出来，是一种极为宝贵的世界性人类文

化遗产。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辨证论治”“治未病”

等得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可，但中医药文化传播

策略还不够科学系统，提出适合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策

略正是当今中医药领域必须正视和面对的一个共同

课题。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医药技术的现代化发展，

国内专家和学者都在对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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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进行了广泛而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宏

观角度出发，对传播模式、策略及途径等的分析与探

讨。而从微观角度选择性地切入却很少有人涉及。为

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尝试采用认知加工层次理

论，以“治未病”为例来分析中医药文化关键词的传播

策略。 

2.认知加工层次理论概念解读 

认知加工层次理论认为,有效的记忆由于不同的

加工层次而不同,加工层次越深,记忆效果越好。加工

的层次影响着信息保持的时间长度,信息被加工的层

次越深,保持的时间越长。为了更好地掌握中医药文

化知识，学习者需要对此进行表层和深层加工，才能

内化信息深入了解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价值。在学习

基础的中医药知识之外，能做到基础知识和文化价值

的同步增益。 

3.中医药文化的定义 

中医药文化既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灵魂,又是一

个国家赖以生存、健康发展的基础。中医药文化是我

国古代中医药学的基础与灵魂,不但集中地体现着我

国古代中医药学的特征与本质,而且直接决定着我国

中医药学的历史性形成与未来走向。那么，中医药文

化到底是什么？成为众多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之一。

尽管学者们对中医药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但在中医

药文化构成问题上，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普遍认为中

医药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医药文

化即指包含“中医药物质文化、中医药制度文化、中

医药精神文化”以上 3 种文化，而狭义的中医药文化

仅指中医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成果。 

3.1 广义的中医药文化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在 2005 年 8 月

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 首次给“中医

药文化”下的定义是: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的总和。[1] 2009 年 8 月 4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

《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 指出:“中医药文

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

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止疾病的思想

和方法体系 , 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

础。”[2] 由于文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中医药本身的

特殊性，这一概念目前还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以

上关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都是从广义角度出发的，在

具体的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3.2 狭义的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在几千年漫长文化和人类

生命文化长河中逐渐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中

医药文化传统，并不拘于地狱，表现出向天下乃至四

方传播扩散的流动性，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和重要载体，其发展、传播带有明显的中华文化传统

烙印，并与之息息相通、血脉相连。以中医哲学理论

而言，它融合了中国古代佛学、道学、儒学以及诸子

百家学中医学说等现代中医药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论

精髓，形成了一套完全反映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东方

文化历史特点的哲学理论框架,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把

现代中医药哲学整体观和科学辩证论思想作为一种

指导现代中医药哲学基本概念和整体思维方式的综

合体来运用,使得现代中医药哲学文化内涵概念完全

具备了科学超前性和有效性,历经千年传承而经久不

衰。 

本文笔者认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广泛推广和国

际社会范围内的传播仍然需要重新回归到狭义的角

度,把某些关键词作为切入点,试图以点带面影响中医

药文化“走出去”。众所周知,中医药文化关键词中已经

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和思想。比如“天人合一”的总体

观、“辨证施治”的辩证观以及“治未病”的养生观等都

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蕴含了中华文

化的精髓和奥妙。所以,传播好中医药文化关键词在

一定程度上必将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产生促进

作用。 

4.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历史悠久，最早被记载于西

周之初，在随后 2000 多年的交流发展中，传播范围

从临近的诸国到欧美各地。至今，有 1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或多或少将中医传统医药选为其医疗保健。21

世纪后，每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中医专业的留学

生多达 3000 余名,在我国自然科学界录取的留学生中

占了总人数的第一。另外,海外“中医孔子学院”亦广泛

受到了极大的赞誉。在当前我国政府制定和出台的一

系列支撑中医药事业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性法规以及

国家主要部门领导人亲自参与推动中医药文化向海

外传播的大环境背景下,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工作

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所占据的地位和重

要作用已经得到了极大肯定。但与此同时,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工作还是面临一些困难,大大阻碍了中医药

文化的对外传播。 

4.1 传播内容复杂，对象杂乱不一。 

当前新型主流媒体当中,通信服务方面的应用程

序使用十分广泛,作为一种即时通信软件,具有速度

快、受众面积广等优势。这些程序可以为中医药传播

提供强大的助力。当前,众多的公众号都在致力于弘

扬中医药养生文化,通过这些通信服务应用程序,可以

让更多用户了解中医药文化。但当前大部分通信服务

应用程序中的公众号,其注册主体多为非医药专业的

个人,只有少数部分是医药专业人士,真正的专业机构

对利用新型主流媒体宣传中医药文化的积极性并不

高,参与度也不足。因此,存在大部分关于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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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是由非专业人士按照个人喜好来发布的,传播

平台和媒体也缺少对信息的审核,导致新型主流媒体

发布的内容常常杂乱无章,缺乏专业性和权威性,给中

医文化传播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同样的中医药知识

不一定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受传者,主流媒体发布视频

时采取一视同仁势必会违背中医药因人而异的重要

原则。 

4.2 传播程度过浅，文化差异明显。 

中医药学蕴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健康保护

养生观念和实际操作经验,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珍贵瑰

宝。目前,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仅停留在中医药适宜技

术层面,中医药在国外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针灸、推拿、

拔罐等多种中医药的适宜技术上，而涉及中医经典理

论等知识的传播少之又少,所以中医的经典理论在国

外的接受度远不如中医适宜技术。同时,由于我国古

代中西医的哲学思想和概念不同,中医更多地关注于

脏腑经络相互联系的整体人,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来

有效地进行个性化诊疗 ,而西医则主要是采用统一

的、普适性和标准化的方法来进行诊疗。中国文化的

委婉含蓄与西方文化的严密逻辑推理,这就使得现代

社会的人很难对两种医学知识结构的差别有所融会

理解。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使

得中西方之间确实存在文化差异,而且文化差异已经

成为阻碍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问题。LYUB 等表

明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在文化差异上突破

困难使得外国学生对学习持怀疑态度。[3] 

5.从“治未病”看中医药文化传播策略 

“治未病”既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突出特色和

优势,又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弘扬中医药

优秀传统文化,其根本出发点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中

医药养生“治未病”的传统。中医“治未病”思想是我国

古代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其理论

发端和思维手段及方法的形成与构造同样深深地受

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启迪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

影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防患于未然”在中医药学

中的具体实践和应用。同时,中医药文化传播是一项

长期性的战略工程,在进行中医药文化传播时,要遵循

文化传播的运作要求和规律。深入分析“治未病”与中

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尝试制定出

一套科学合理且长期有效的对外传播策略。 

5.1“治未病”与中国传统文化 

防患于未然是“治未病”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根

据《周易》记载“水在火上, 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国语·楚语》中则有“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

之……为之关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

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黄帝内经》,《素问·四

气调神大论》,曰:“从阴阳则生, 逆之则死;从之则治,

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些朴素而原始

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成为“治未病”理论形成的基

础。 

儒家“中和观”是建构中医“治未病”理论的核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 广泛渗透于古代

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 其核心是“致中和”思想。如《千

金要方·养性》:“乱于和气者,病也。”《素问·至真要大

论》:“谨守病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素

问·五常政大论》:“必先岁气,勿伐天和。”这些论述无

不显示着“中和观”对中医理论的影响。此外，中医学

在传统养生与保健理念方面更加注重“天人合一”的

均衡观，强调以其自体的稳态均衡为其摄生与保健之

上策，“均衡中和观”也就成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

的理论基础与核心。 

道家的养生思想对“治未病”理论形成的影响。道

家养生的基本理念是以道为天地之本源，以性命为人

生之根本，以研究人的自然性命及其活动规律作为我

们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以此充分调动和发挥自

身调控功能、平衡生态机制再生功能等。养生主要讲

究四时阴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四大自然规

律，并昭示现代人们生活中应当自觉顺应自然社会同

步发展的各种规律，主张因天之时，分地之异,协调

均衡,这是它的三大核心养生观点。强调当一个人身

体达到平衡点的时候,是最健康的,与“治未病”的理论

内涵相一致,可见养生即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道家

经典《老子》一书中蕴含着“治未病”思想，如“夫唯

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可以说是《内经》未病理论的渊源，对中医学“治未

病”学术思想影响较大，故而在中医预防史上有着不

可磨灭的重大意义。 

5.2 加工层次理论应用到中医药文化传播 

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是单向模式的输入传播，

学习者被动的接收外部信息的表层输入，从未对其进

行深层挖掘。对于中医药文化中难以理解的部分只是

囫囵吞枣，导致营造出一种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假象而

未真正做到深层次的理解输入。认知加工层次理论强

调对信息进行表层及深层加工，在对中医药文化知识

的学习基础上，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联系，找出彼此间

共同之处。在进行中医药文化传播时，要结合中华文

化对语义进行理解，深入到知识内部，洞察其背后所

隐含的文化价值。本文接下来将以“治未病”为例，运

用加工层次理论为指导从日常生活表层、文化心理深

层以及社会层面等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策略。 

5.2.1 按需定制信息，加大审查力度。 

从日常生活的表层来看，中医药文化来源于生

活，很多养生治疗方式都十分生活化，像“药食同源”、

“治未病”等中医药理念跟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因此首先要将中医药中实用性强、易学易操作的健康

生活方式介绍给受传者，使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很容

易就学会应用和获得效果。其次，在“治未病”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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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倡导大家注意生活饮食起居、精神情志方面

的保养，防病于未发之先，重视疾病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最后，中医药文化传播时应针对不同群体，按

需提供有效信息。比如，我们可以把大众分为学生、

商人、公职人员、企业家等不同群体，针对他们的工

作性质筛选相对应的“治未病”健康知识和养生保健

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加工，让他们在体验“治

未病”带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对中医药文化产生

兴趣。同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传播内容的审核力度，

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严格规范传播内容及传播行为,

严厉查处发布虚假内容的行为。努力为中医药文化对

外传播创造有利环境。 

5.2.2 利用儒道文化，引发情感共鸣。 

在国际社会大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找到

一种引发不同国家之间情感共鸣、触动情感的文化传

播方式。从文化心理的深层来看，中医药文化中蕴含

了丰富的儒道文化，其关于人有着十分深刻的探讨。

所以我们应利用已经“走出去”的孔子学院来传播发

展儒道文化，以此来建立国人与外国友人的民族联

结，触发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情感。比如，在传播“治

未病”养生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受传者挖掘其背后的

儒道文化，将“治未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

而外介绍其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历史及产生影响，

使其循序渐进地接受和认同中医药观点和医学思想，

真切地体验中医药健康智慧所带来的价值。让受传者

在体验中医药文化带来的实用价值的同时还能享受

文化心理层面带来的价值增益，这将为中医药文化对

外传播产生促进作用。 

6. 结论：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十八大以

后，中医药文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传播好、发展

好、利用好中医药文化资源是我们共同的追求。我们

应该着眼于 21 世纪“软实力”的构建，对中医药文

化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认知加工层次为指导，分析

“治未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日常生活

角度提出精准定位受传者，按需提供信息；从社会文

化心理角度提出利用已传播出去的儒道文化，引发民

族情感两条建设性意见。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更

新、自我完善, 不断增添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中

医药文化才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 惠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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