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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野下中医药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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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承载了数千年的医学智慧，更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健康事业的独特贡献。

通过了解中医药文化在跨文化视野下的重要意义，明确目前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索跨文化视

野下中医药文化传播策略，以期更好地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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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from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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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ot only carries thousands of years of 
medical wisdom,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health cause. By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ploring strategie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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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概述

1.1 主要内容

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涵盖了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以

及中医药文化所特有的哲学思想。此外，还涉及到中医药文

化中的价值观，以及中医药伦理道德中的医德医风、救死扶

伤等精神。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丰

富内涵。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主要是为了把中医药学的理

论、实践经验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

审美情趣等文化元素，通过一系列非本土的、跨文化的交

流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

认知并接受中医药文化的过程。这一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医学

技术的传递，更侧重于中医药文化的深度解读与广泛传播，

旨在推动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认同度和应用度。

1.2 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1.2.1 深度与广度的结合

中医药文化传递医学知识和技能，更传递中医药文化

背后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这种深度传播有助

于目标文化群体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

和精神内涵。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涵盖了医学、哲学、文学、

艺术等多个领域，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能够满足不同文化

背景下人们的需求和兴趣。这种广度和深度的结合，使得中

医药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1.2.2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中医药文化开展跨文化传播，一方面尊重并保留了中

医药文化的传统元素，如经典医籍、古方古法、传统疗法等，

这些都是中医药文化的根基和灵魂。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

的理论、技术和疗法。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医药既要传承和

弘扬传统，又要展示其现代发展和创新成果，以吸引更多人

的关注和认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中医药文化在跨

文化传播中更具活力和时代感。

1.2.3 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中医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社会、历史、习俗等因素，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创新，以适

应目标文化群体的需求和接受度。这种本土化策略有助于中

医药文化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环境。在全球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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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需要打破地域和文化的限制，通过国际性的交流

平台和合作机制，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发展。这种

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统一，使得中医药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既

能保持其独特性和多样性，又能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

和推广。

2 跨文化视野下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意义

2.1 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

跨文化传播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各国之

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医学知

识的交流，更是文化的交流。通过介绍中医药的基本理论、

诊疗方法、药材来源等，可以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不仅能够拓宽人们的视野，

增进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同时，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还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

元化的健康解决方案。在现代医学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中医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为许多疾病提供了

新的治疗思路。

2.2 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医药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

逆转的趋势。在跨文化视野下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有

助于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

力。通过向世界展示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临床价值，可以吸

引更多的国际关注和认可，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跨文化传播还有助于建立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和规

范。

2.3 助力中医药产业发展

中医药产业作为中国的特色产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工

作，可以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进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通过加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

本、技术和人才进入中医药领域，推动中医药产业的创新与

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还有助于提升中医药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中医药产品往往

更具吸引力。

3 目前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现状

3.1 文化差异导致的认知误解

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之

中，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如阴阳五行、气血津液

等，与西方现代医学存在显著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这种文化差异常常成为理解和认知中医药的障碍。比如，中

医药强调的“阴阳平衡”和“气血调和”等理念，对于缺乏

相关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其深层含义。

这种理解上的困难可能导致他们对中医药产生误解，甚至产

生疑虑和抵触。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医学体系

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在中医药体系中可能并不适用。

3.2 国际标准化与本土化的冲突

随着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应用，其国际标准

化问题日益凸显。然而，中医药的标准化面临着与本土化之

间的冲突。一方面，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医药

需要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有助于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医药的疗效往往与其地域、气候、

人文等因素密切相关，过度的标准化可能会损害其本土特色

和治疗效果。如何在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其

国际标准化，是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播面临的一大难题。

3.3 缺乏专业的翻译和传播人才

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专业的翻译和传播人才，他们不

仅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理论基础，还要熟悉外语和文化，能

够将中医药的复杂理论和治疗方法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外国

受众。然而，目前中医药领域的翻译人才相对匮乏，翻译质

量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

播。此外，中医药文化传播还需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

业人才。然而，目前这类专业人才也相对稀缺，这进一步加

大了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传播的难度。

3.4 法律与监管体系的制约

不同国家对于中医药的监管和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这

对中医药的跨文化传播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在一些国家，中

医药的注册、审批和使用流程可能较为复杂和严格，这增加

了中医药进入这些市场的难度。同时，一些国家对于中医

药的监管标准可能不够明确或存在冲突，这可能导致中医

药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和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国际间

对于中医药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一些国家可能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对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这种分歧和争议可能对中医药的跨文

化传播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4 跨文化视野下中医药文化传播策略

4.1 建立国际化中医药教育体系

在跨文化视野下，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建立国际

化中医药教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体系应涵盖从基础理

论到实践操作的全方位教学内容，同时融入跨文化交流的元

素，以确保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得以有效实施。教育内容

不仅要涵盖中医基础理论、中药知识及临床实践，还要结

合现代科技，介绍中医药研究的最新进展。在教学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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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合国际学生的学习习惯与思维方式，采用多元化的教学

手段，以提高教学效果。此外，国际化中医药教育体系还应

注重与国际医疗体系的对接，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

流能力的中医药人才，为中医药在国际上的推广和应用提供

有力支持。

4.2 多渠道宣传与推广

针对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在传播层面需要

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宣传与推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

于信息的接受方式和渠道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要想让中医

药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就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宣传渠道。首先，可以利用现代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同时，也可以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上播放中医药文化

的宣传片或节目。通过这些现代媒体平台，可以让更多的

人了解并关注中医药文化。同时，可以开展线下推广活动。

例如，可以在国内外举办中医药文化节、中医药展览等活动，

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4.3 加强与国际医疗机构的合作

通过与国际医疗机构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医药

文化的国际化进程，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和影响

力。国内相关机构可以与国际知名的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共同开展中医药的研究、教育、临床应用等项目。这不

仅可以为中医药文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可以借助国

际医疗机构的资源和平台，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针对目前活跃的国际交流现状，可以积极参与国际医疗组

织的活动，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中医药学会等。通过参与

这些组织的活动，可以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推动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事，必

须要加强与国际医疗机构合作开展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认证

和标准化工作。

4.4 加强中医药文化国际公关与舆论引导

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我们需要更

加积极地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关注和疑问，主动发声，

传递准确、权威的信息。这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国际公关

机制，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访谈、国际论坛等多种渠道，

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医药的历史渊源、科学原理、治疗效果和

独特价值。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中医药的舆论引导，针对

国际上出现的关于中医药的误解和偏见，及时澄清事实，传

播正面声音，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形象和认可度。通过这些努

力，我们不仅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和接受度，

还能够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环境。

5 结论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在世界医学舞台上

占有独特地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医

药文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积极加强中医药文化的

国际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中医药，共同推动中医药

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受众需求，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推动中医药文

化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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