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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得到了重视和政策扶持，为中

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了优良条件，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挑战。本文

以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宏观分类为切入点，基于中医药传统文化构

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体系及模型。从改进中医药文化的普及

方式、增强中医药文化学习的创新意识、提升社会对中医药文化

的认知程度、优化传承与传播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研究。旨在

提升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度和传播效果，促进社会多元化主

体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全面构建中医药文化弘扬体系，推动中医药深

入融入广大群众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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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典

型代表，体现了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形神兼顾、阴阳平衡等健

康养生理念，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致中的哲学智慧。本文基

于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提出要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着重探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体系及模型创新研究，旨在促进

中医药文化在大众间的传播，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大众，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

健康的文化自觉；构建“生命至上，健康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一、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一）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涵

中医药文化以《周易》《河图》《洛书》等传统经典中的哲

学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包含“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庸”的

认识论和“道法自然”的方法论的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体系。这

些核心内涵数千年来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模塑、

主导和促进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前

提是增强对中医药的文化自信，而增强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中医

药文化的核心内涵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二）中医药文化核心内涵的理解与文化自信的建立

中医药文化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源于传统文化，是中

医药文化的灵魂。深入理解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涵，增强对中医

药的文化自信，是中医药事业发展与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当

前中医药界需要高度重视的时代课题。

（三）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研究

众多学者针对中医药文化发展的现状，从理论、方法和效果

评估三方面进行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梳理中医基础理论、传

统文化思想、“治未病”理论体系及思维方法的内在联系，为中

医药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方法研究方面，采用三

维技术展示中医阴阳五行和经络的科学性，针对不同年龄层开展

参观博物馆活动，有效传播中医药文化。在效果评估研究方面，

对比分析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的传播效果与路径。中医药在文

化传播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充足，其中心主要还停留在对

疾病防治的运用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实践，却忽视了理论知识和

中医药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的传播与弘扬。

二、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及模型的构建

（一）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中医药文化

的精华所在就是其所蕴含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目前对于中

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提法较多，主要包含天人合一、和、医乃

仁术、大医精诚、以人为本、治未病等观点，系统研究中医药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局面尚未出现。

实用价值体系是当前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中最广为人知和最

贴近大众生活的理论体系，因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

然受人们的关注最多。中医药文化发展传承历经数千年，其所蕴

含的各种理论体系不胜枚举，如中医药辨证论治体系、天人合一

学说、中医药整体观、藏象学说等。

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旨在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

整合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知识和信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从现阶段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当前中医药

文化的传播重实践应用而轻理论传播。尤其是对于中医药文化中

所蕴含的宝贵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理念，现有的传播体系对其传

播力度和广度显然是不足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医药文化的

内涵，建立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是必由之路。

（二） 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特点

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特点包括：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

开放性、时效性和实用性。整体性指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是一个

完整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层次性指中医

药文化传播体系包括多个层次，从总体到细节，从抽象到具体。

关联性指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关联性，

各个知识点之间相互联系。开放性指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是一个

开放的系统，可以随时更新和完善。时效性指中医药文化传播体

系的内容要具有时效性，反映中医药文化的最新发展。实用性指

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的内容要具有实用性，可以应用于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模型构建

近几年，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型不断被完善，内容、渠道、手

段等都有很大的拓展衍生，但仍未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文化的

需求，传播环境存在一些不好的声音，为了助力传播中医文化，

我们探求出了新时期下的基于中医文化传播体系的中医药文化传

播模型。

（一）模型构建的基本要素

构建一个完整的文化传播模型需包括传播人、传播途径、传

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对象、解码反馈等元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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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模型是打破广播模人人型单一传播源“一对多”的模式，

采用“多对多”的模式，是传播模型中主要模型之一。和广播模

型不同，扩散模型注意到，每个人既是传播的受众，同时也可以

成为传播的新源头。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以扩散模型为核心，辅以中医药文化为内

容进行扩展扩充，拥有反馈调节和健康调节系统。具体模型如下：

图 1 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模型

本模型主要分为四个主要板块：传播人、传播途径、健康系统、

传播内容、传播手段和传播对象。传播人分为政府、专家、高等

院校和普通人，传播途径为商业活动、人口迁徙、教育和娱乐活动，

健康系统主要针对的是如何抵御和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恶意抹黑、

恶意竞争的稳定系统，传播内容为传统习俗、传统理论、中医思维、

文学典籍和养生生活，传播手段有互联网宣传、口口相传、亲身

体验等各种途径，传播对象包括了中小学生、普通百姓、中医药

相关学生和专家群体等。

在整个传播模型过程，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作品首先经过了反

馈系统的自我筛选，再在传播途径中经过了健康系统的保护通过

各种传播手段到了受传者，整个传播模型结构完整、链节清晰，

一目了然。

（二）模型特色

1. 传播手段多样化，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贴近人民生活。

在科技的支持下，人们随时随地可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在

互联网上接触到所需要的以视频、文字、音频等各种形式下的中

医文化，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2. 十分重视中医文化的潜在价值，除了知识理论、治病技巧

等表面上的宣传之外，中医文化背后的中医思维、核心价值、在

生活中的应用等深层内容也在本模型中受到了重视，这无疑有利

于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是符合让中医文化发挥

出更大的潜在价值，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伟大愿景，是本模

型不可忽略的创新点。

3. 根据反馈进行自我调整，能对恶意竞争进行防御，维护传

播模型正常运作。让中医药文化真正地减少对外力的需求，凭借

自身的自我防护、自我保护的能力，既能对自身坏血部分进行自

我换血，也能反击不怀好意的泼脏水行为，在文化偷窃、文化冲

击的当下能够保护好中医药文化，向世人传播正确的、全面的、

有效的中医药文化内容，这是以前缺少反馈机制、稳定系统的模

型远远不能达到的。

（三）建立传播模型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减少不良内容传播，增加正确且合适的中医药

文化传播，有利于传播过程维持稳定、健康的状态，源源不断地

传播内容。

在本模型下，在反馈机制和健康系统的助力下，将大大减少

了低质量、虚假信息的内容传播，增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防御力，

有利于正确的、全面的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传播，抵制不良信息对

传播环境的影响，对营造健康中医药文化传播环境、打造中医药

文化传播品牌有巨大的影响力，保护传播过程，让中医药文化传

播维持源源不断生产好质量的传播内容。

第二，有利于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大大增强中医药文

化的影响力，助力倡导健康生活。

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型十分清晰地展示了当下完整的中医药文

化传播过程，有助于中医药文化在学术、在大众的传播、传承，

让受传者更乐意去了解、学习中医药文化并运用到生活、工作中去，

甚至成为中医药文化的接班人，同时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活

方式、生活习俗等等也会随着有效传播影响到更多人，这将大大

提高了中医药文化对当代人的影响力，有助于让人们寻找到真正

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过上健康生活。

第三，有利于为其他文化传播提供借鉴，发扬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激发人民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型也将成功地指出一种途径，如何在这个

科技迅速发展、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要用怎样

的传播模型进行宣传才能达到不被世人遗忘而是深入人心的效果，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同时也将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输出的能

力，继续输出更多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传播内容，提高我国的文

化软实力。

四、结语

中医药传统文化作为我国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对于提升我

国的文化软实力、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基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体系，探讨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体系

及模型，并分析了其特点与创新点。通过建立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

我们可以推动中医药文化在大众间的传播，使其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新时期下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模型具有完整的结构、全面的传播要素，以及传播手段多样化、

重视中医文化潜在价值、根据反馈进行自我调整、能对恶意竞争

进行防御等创新点。增加正确且合适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从而助

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因此，

本模型有望为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助力中医药文化传承、

重铸中医药文化辉煌，以及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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