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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理论视域下中华饮食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成都药食同源产业发展现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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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药食同源”理论为核心，探讨其在中华饮食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应用策略。通过追溯“药食同源”理论在

中国古典药集与文学典籍中的出现和渊源，分析其在现代饮食文化中的实际应用，并以成都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例，

提出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并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新视角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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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食同源”理论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

“药食同源”理论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瑰宝，具有深

远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

食物与药物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还为现代饮食文化的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1.1 “药食同源”理论的历史渊源探究

上古时代 , 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 人类逐渐分清了食物

与药物的区别 , 将有治疗功能的物质均归于药物 , 而用于饱

腹充饥 , 对人体有利的物质归纳为食物 , 因此便有了“药食

同源”的说法 [1]。《淮南子·修务训》中载 :“神农尝百草

之滋味 , 水泉之甘苦 , 令民知所避就。”[2] 反映了先明通过

亲身尝试区分食物与药物的原始实践。

到了战国时期，“药食同源”理论已初见端倪。《黄

帝内经》是该时期的最重要的医学著作，在“药食同源”方

面确定了原则和使用方法 , 对于药、食的配伍 , 对五脏的影

响及作用等多方面均有论述 , 其中载有“药以祛之 , 食以随

之”, 并强调“人以五谷为本”[1][3]。首次系统阐述食物对健

康的调理作用，奠定了“食养”的理论基础。

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将 365 种药物分为上、中、

下三品，并明确提出了“药食同源”概念。而张仲景在《伤

寒杂病论》中融入食疗思想，体现“药食协同”的临床实践。

唐宋时期，食疗理论系统化，并开始关注食材的普适性。

孟诜的《食疗本草》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药膳学方面的专著 ,

它集古代“药食同源”理论之大成 , 与当今营养学相联系 ,

为“药食同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因此孟诜也被誉

为食疗学的鼻祖 [1]。

明清时期，药食同源理论全面深化，李时珍著的《本

草纲目》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典范 , 它以中医五行学说为核

心 , 以“五味”发挥五行学说 , 并在该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独

特的理论体系 , 有力地证实了中医“药食同源”理论 [1][4]。

当前，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具有补益和预防疾病

作用的食物受到推崇。在药食同源理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层

面，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了《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国卫食品发〔2021〕36 号）对这

一类型食品进行了规范 [5]。“药食同源”理论的历史演进，

本质是中华文明对自然与生命的持续探索。不仅体现了广大

群众运用“药膳”延年益寿的美好愿景 [6]，更反映了时代特

征下的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新。

1.2 “药食同源”理论的当代价值

药食同源理论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承

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与健康追求，其重要性体现在多

个方面：

其一，推动了中华饮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药食同源”

理论打破了传统食物与药物的严格界限，使人们认识到许多

日常食物具有药用价值，某些药物亦可作为食材 [7]。

其二 , 促进了健康养生理念的传播和实践。在全球健康

意识提升的背景下 ,“药食同源”理念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方式 ,

不仅为大众提供了健康生活的指导原则 , 也为现代医学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 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展

现了独特的文化自信与时代价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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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药食同源”理论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它不仅是中医养生智慧的核心体现，更通过其

普适性、科学性与文化包容性，显著提升了全球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2 “药食同源”理论的产业应用现状

“药食同源”的理念深入人心，也带来了广阔的市场

前景。笔者以成都市“药食同源”产业为例，分析“药食同

源”的应用现状。成都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通过糖酒会等

平台推动其市场拓展和产业对接，同时加大对医药产业扶持

力度。成都市自 2011 年起陆续出台《成都市中医药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25 年）》等十余项政策，形成”政策引导，

企业主体，科研支撑”的协同机制。成都市的“药食同源”

产业具有丰厚的政策土壤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其发展模式对

其他地区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2.1 成都市药食同源产业发展现状

成都市场基础稳固，截止 2024 年 7 月成都市人民政府

发布的最新数据，成都拥有 12 家省级以上“药食同源”研

发机构，累计申请专利 300 项，2024 年中药材种植规模约

20 万亩，种植面积均在 1000 亩以上。截至目前，成都市共

培育中药材种植企业 9 家、合作社 35 家，开发推出“全域

养生之旅”等特色路线 [8]。在“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上，

成都具有典型性与不可替代性。

同时，成都市药食同源产品种类丰富，涵盖了养生茶、

滋补汤品等多个领域。通过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成都市已开

发出更多具有传统特色的新型药食同源产品。在 2024 年，

四川活态药业有限公司利用真空冷冻工艺，保留中药材的原

生态健康营养活性成分 [9]; 四川浦华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 3.1 类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化痰汤”等。这些产

品满足了消费者对美味与健康的追求，深受市场欢迎。

2.2 成都市药食同源产业国际化实践路径

成都市作为“药食同源”理论的重要实践基地，通过国

际电商渠道拓展与文化 IP 输出两大路径，将传统理论与现

代市场需求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

发展模式，为中华饮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2.2.1 渠道拓展：电商与标准化合作双轮驱动

成都药食同源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依托两大渠道策略：

一是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快速触达海外消费者。成都市商务局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成都实现跨境电商交易规模 1059.03

亿元，同比增长 15.93%。在药食同源方面，成都依托温江

区 CXO 集聚等平台，相关产业外贸规模稳步提升。近年来

除亚马逊、eBay 等电商平台销售之外，TikTok 等“新秀”

平台也备受消费者青睐；二是借助国际标准合作与政策协议

降低市场准入壁垒 [10]。例如，在 2024 年与泰国卫生部的合

作中，中泰双方已签署《传统医药合作协议》，明确川芎、

天麻等药材在泰国的食品用途认证流程。

2.2.2 文化输出：体验式活动与品牌 IP 打造

成都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与品牌 IP 建设，将“药食同源”

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全球性文化符号。例如，通过

药膳工坊和国际沙龙，以草本茶制作、药膳烹饪及创新产品

品鉴促成 3 项跨国合作；并且通过打造 " 全域养生之旅 " 文

旅路线和大运会 AR 中医药展区，以 " 药食同源 " 为核心联

动种植基地、药膳餐厅及科技互动，吸引超 10 万国际访客，

借 " 文化 + 科技 + 旅游 " 的 IP 化策略，将传统养生智慧转

化为中华文化标识，显著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

从抽象理论到全球流通文化商品的跃迁，成都将最终

构建起传统医学现代化传播与价值转化的创新范式。

3 基于“药食同源”理念的中华饮食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建议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饮食文化正逐渐走向世

界舞台，但国际市场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仍存

在差异。

3.1 当前国际市场对“药食同源”理念的认知和接受程

度

（413 位参与问卷人员人数占比）

为量化评估国际市场对“药食同源”理念的认知与接

受度，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问卷星平台）面向泰国、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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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等地区在成都的 413 名留学生、高校在校生，社会随机人

士开展调研。问卷共设计 14 题，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与开放

式问题结合的形式。调研周期为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3 月，

共回收有效问卷413份，受访者年龄以20-40岁为主（62.95%）。

调研显示，57.14% 的受访者认为中华饮食的“文化意义”

最具吸引力，这表明在推广中华饮食文化时，强调其文化内

涵和象征意义将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华饮食的兴趣和

认同感。

（Q5.5 中华饮食最吸引您的是？可多选 What attracts 

you most about chinese food?multiple choices）

目前虽然中华饮食文化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但大多数国际友人对其了解仍停留在表层。其中，受

访者普遍认为提升对中药膳食的信任和接受度，必须要加强

相关理论的科学验证（52%）和文化教育（51%），因此，

推动中华药膳的现代化与创新，是提升其国际认可度的关键。

3.2 基于“药食同源”理论的中华饮食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中华饮食文化，尤其是“药食同源”

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策划多样文化活动，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

查报告 2022》最新数据显示，62.3% 的海外受访者将饮食

视为中国文化的首要标识，且在体验过中华饮食的群体中，

82.6% 表示对其文化内涵与健康理念印象深刻 [11]。再者，利

用网络、社交媒体等多元化渠道，制作并发布关于“药食同

源”和中华饮食文化的宣传片等，扩大国际传播范围。最后，

加强与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展

“药食同源”相关领域的科研与活动，通过各类合作推广中

华饮食文化，邀请专家学者就“药食同源”的理论内涵、历

史渊源和现代应用进行讲解，提升国际社会对这一文化理念

的认知度 [12]。

4 结语

本文以“药食同源”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药食同源”

理念的历史脉络，结合成都药食同源产业的发展实践，系统

探讨了基于“药食同源”的中华饮食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

究发现，“药食同源”理论通过融合食物与药物的双重属性，

不仅深化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健康内涵，还为文化对外传播提

供了独特的价值支点。

成都作为典型实践案例，依托产品创新、渠道拓展与

文化输出，构建了独特的国际化实践路径。最终，研究为中

华饮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凸显了

传统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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