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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医精诚”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实

现路径 
赵敏 

(山东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300) 

摘要：“大医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思想，强调医者要具有精湛医术与高尚品德。大医精诚思想传承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文
化自信内涵，为文化自信提供支撑，同时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融入卫生健康文化
建设，融入医学院校文化育人等现实路径，推动“大医精诚”精神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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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医精诚”思想的提出与内涵 
1、“大医精诚”思想提出 
“大医精诚”出自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

隋唐时期医学逐渐系统化，由于民间医术良莠不齐亟需规范医
者行为，在此背景下孙思邈深受儒家“仁爱”和道家“济世救
人”思想以及佛教盛行的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理念的影响并主
张医者应兼具仁心与医术，对待患者需一视同仁，加之其融入
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观念，在对前人医学成果进行总
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编纂成《备急千金药方》。其
中“大医精诚”思想系统提出了医者的职业规范，不仅是孙思
邈个人医德观的凝练，更是中国古代医学伦理的典范，是中医
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对医者的医术和
医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中医药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大医精诚”思想的内涵 
“大医精诚”中强调两个方面内容，其一为“精”即精湛

的医术[1]。孙思邈认为医学之道是“至精至微之事”，这体现了
医学的复杂性和精微性。中医坚持整体观并且认为人体是一个
高度复杂的有机整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生理、病理、心理、环境等。医者要准确诊断疾
病，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就必须具备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
的医疗技术。这要求学医之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广泛涉
猎医学经典，深入研究医学理论，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医疗技
术和方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疾病挑战。 

其二为“诚”即高尚的品德修养。医者要有“见彼苦恼，
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
立誓“普救含灵之苦”，这体现了医者的仁爱之心和无私奉献
精神。要求医者在面对患者时，要充满同情心和关爱，感同身
受，竭尽全力为患者解除病痛。在医疗过程中，医者不得“自
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要保持清正廉
洁的品德，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二、弘扬“大医精诚”思想对增强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

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
信心[2]。文化自信与“大医精诚”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
同推动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精神
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自信为“大医精诚”的传承与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自信是对自
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这种自信
使得人们更加珍视和认同“大医精诚”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诚信、敬业等价值观与“大医
精诚”所倡导的医德医风高度契合。在文化自信的氛围下，人
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更愿意深入了解和传承“大医

精诚”思想，将其视为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加以弘扬。“大医精
诚”思想的传承与弘扬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1、“大医精诚”思想体现和丰富了文化自信的内涵 
“大医精诚”作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道
德情操和卓越文明智慧。“大医精诚”所强调的“精”，即精
湛的医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知识和技艺的不懈追求，这种追
求卓越的精神不仅在医学领域有所展现，也深深根植于中华文
化的各个方面，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统手工艺等，无不
彰显出中华民族在技艺上精益求精的美好品质。“大医精诚”
所倡导的“诚”，即高尚的品德修养，同样体现了中华文化中
仁爱、善良、诚信等价值观。此思想所包含的无私奉献精神正
是中华文化中人文关怀的生动体现。“大医精诚”不仅是历史
遗产，更因其伦理价值的普遍适应性，成为当代社会可践行、
可传播的文化资源。它证明传统文化并非“故纸堆”，而是能
够指导现实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医
在抗疫中的实践，正是“大医精诚”精神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范
例。这种守正创新的路径，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创造性转化”
的实践样本。 

2、“大医精诚”思想的传承和实践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 

“大医精诚”思想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的
“天人合一”“整体观”等理念，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思维
方式和实践智慧，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历史上，
无数医家践行“大医精诚”精神，这种精神谱系强化了民族精
神中“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成为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之一。
在现代社会，“大医精诚”精神在医疗领域的广泛践行，也为
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榜样，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行动中，广大医护人员秉持“大医精诚”
精神，不顾个人安危[3]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了
无数人，不仅展现了医者的担当和使命，也彰显了中华文化的
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 

3、“大医精诚”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 

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大医精诚”所
蕴含的医德医风理念也逐渐被世界所了解和认同。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健康”目标，与“大医精诚”中“普同一
等”的普惠医疗理念高度契合。这一思想展现出中国参与全球
卫生治理的文化软实力，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大医
精诚”的“精诚”理念，与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为患者利益而
行”的准则形成东西呼应，既凸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又证
明了人类对医学伦理的共同追求，增强了文化对话的底气。许
多国际友人也对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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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医知识，了解“大医精诚”思想，这使得中华文化在国际
交流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为文化自信增添了新的内涵。 

三、传承弘扬“大医精诚”思想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 
1、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在当今社会，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医学伦理与职业操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承弘扬
“大医精诚”思想，不仅是对古代医学智慧的致敬，更是增强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将
“大医精诚”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为一条切
实可行的现实路径。 

文明建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涵盖思想道德、科学
文化、社会风尚等多个方面。在文明建设中融入“大医精诚”
思想，旨在提升全民的道德素养，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大医精诚”强调医者仁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
理念高度契合，都提倡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和谐相处。将
“大医精诚”的医德风范通过宣传教育、榜样引领等方式传播
到社会各阶层，能够激发人们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感，促进社会
的稳定和谐发展。“大医精诚”精神还体现在医术精湛、精益
求精的专业追求上[4]。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精神
不谋而合，都强调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在医
学领域，这种精神不仅关乎患者的生命健康，更关系到整个社
会的医疗水平和安全。因此，将“大医精诚”精神通过加强医
学教育、提升医生的专业技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文明建
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职业道德是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员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
准则。在医疗领域践行“大医精诚”思想，不仅是对医生个人
职业操守的要求，更是对整个医疗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的呼唤。
一方面，加强医疗职业道德需健全规章监管，制定行为规范，
建立医德体系，确保医生遵循“大医精诚”，严惩违规以警示。
另一方面，提升医生职业道德需强化医德教育，通过多样形式
引导医生树立正确观念。将“大医精诚”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特别是文明与职业道德建设，是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能够提升全民道德素养、
推动医疗发展和社会和谐。 

2、融入卫生健康文化建设 
在传承与弘扬“大医精诚”思想的进程中，将其融入卫生

健康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培育新时代医学人
才的重要途径。这一路径要求我们在医学教育中深化“大医精
诚”的内涵理解，更需要在医疗卫生实践中践行其精神实质，
在根本上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卫生健康文化建设是传承与弘扬“大医精诚”思想的重要
保障。加强卫生健康文化建设能够营造浓厚的“大医精诚”氛
围，为医学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加强医院文化建
设，将“大医精诚”通过挂标语、设宣传栏、举办文化讲座等
方式成为医院文化的核心要素从而使“大医精诚”精神深入人
心，鼓励医学人才参与研究交流，探讨其现代意义和实践。举
办论坛、研讨会等搭建医学交流平台，促进此思想传承发展。
加强媒体宣传监督，主要宣传典型案例树立行业榜样并曝光批
评违规行为，营造全社会支持医疗卫生的良好氛围。将“大医
精诚”思想融入卫生健康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是增强文化自信、
提升医疗卫生事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此路径能够培
养出一批批具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新时代医学人才，为推
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3、融入医学院校文化育人的全过程 
将“大医精诚”思想融入医学院校文化育人的全过程，是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通过构建有鲜
明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文化体系，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医

学观念，提升其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形成积极向上的行业风
气和学习风气，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人
才支撑和文化动力。 

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阵地，其文化育人功能
对于塑造医学精英、传承医学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
医精诚”是医学院校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将其融入医学院校
文化育人，就是要培养既具备扎实医学知识又拥有高尚医德的
医学人才，为医疗卫生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这一过程不
仅关乎医学生的个人成长，更关乎医学教育的质量和医疗卫生
事业的未来。 

医学院校将“大医精诚”确立为校训，引导医学生树立正
确职业观念。构建课程时融入“大医精诚”，多元教学培养知
识与医德。实践教学鼓励医学生积极投身于临床实习、志愿服
务等实践活动，转化精神为行动。举办以“大医精诚”为主题
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医学文化氛围。加强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提供临床实践机会。鼓励医学生参与深入社区、农村
地区的健康宣教、义务诊疗等志愿服务，践行此精神以增强责
任感。鼓励参与学术讲座、研讨会等活动的科研项目交流，拓
宽学术视野。医德教育可以通过专题讲座、考评等机制培养医
学生职业价值观，将医德医风考评结果作为医学生评优评先、
就业推荐的重要参考依据，从而增强医学生对“大医精诚”精
神的认同感与实践力。将“大医精诚”思想融入医学院校文化
育人，提升了医学生素养且促进全面发展，为医疗卫生事业培
养了高素质医学人才。未来应继续深化“大医精诚”思想的传
承与弘扬，加强医学院校文化育人的创新与发展，推动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体系。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医学院校文
化育人的体制机制，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确保“大
医精诚”思想在医学院校中得到深入贯彻和有效落实[5]。另一方
面要加强医学院校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构建人才培养协同机制，
提供实践机会和发展平台。同时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借鉴国际
经验，提升中国医学教育国际影响力。 

“大医精诚”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价值，集
中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因
此，我们要大力发扬“大医精诚”精神，传承和践行其精神理
念，充分发挥“大医精诚”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在医学领域
发光发热，更要将其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种种实践
中。通过脚踏实地的传承与实践，坚定中医药发展的文化自信，
提升全民素养，使得“大医精诚”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
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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