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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当下的社会背景环境，与此同时，也为了顺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从陕西中医药文

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出发，结合地域特色，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构建，

可以帮助有效活化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赢效益。可以看到的是，在当下快节奏

的社会生活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健康养生理念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与重视，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影响

在不断地扩大，这也使得中医药文化传播有了更好的社会基础。同时，不少省份也都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纳入

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来，而这也都对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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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mpanied by the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also in order to 
adapting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hanging times, starting from the guidelines of Shaanxi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strategic 
construction of Sha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which can help to activate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Sha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realize the win-win benefit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current fast-paced social life, the concept of health preser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as also begun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which also makes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have a better social basis.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vinces have incorpo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to their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 which has exerted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a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Key words]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伴随着当下的社会背景环境，与此同时，也为了

顺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地域特色，在资源

整合的基础上，进行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策略构建，可以帮助有效活化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

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赢效益。可以看到的是，

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中医药文化中的健康养

生理念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与重视，中医

药文化的社会影响在不断地扩大，这也使得中医药文

化传播有了更好的社会基础。同时，不少省份也都将

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纳入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来，而

这也都对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程度

的冲击和影响 [1-3]。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在结构

上，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药材种植、饮片加工、

保健品和药品制造、商贸流通、科研教育和文化传播

等领域的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也可以看到的是，

在陕西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更倾向于着力向中

医药文化思想、文化研究创新等领域进行拓展和延

伸。具体而言，在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与中医

药文化密切相关的书刊杂志、影音作品、科普文创、

文娱周边、衍生产品等“文化 +”创意产品的研发传

播相对比较缺乏。同时，也可以看到的是，陕西中医

药文化品牌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较弱。从对陕西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的调研情况上来看，总体上存在着产

品设计思路陈旧、资源利用开发不足及产业链融合分

散的问题，并由此而产生了品牌效应欠缺且市场竞争

力不足等衍生问题。整体上而言，陕西中医药文化创

意产业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文化创意产品

的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于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各项需求。与此同时，尤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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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缺乏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

影响力的中医药文化品牌，诚然，由于欠缺与时代结

合的新理念与新技术，在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上存在

着仿制多、创新少；重复多、独家少的不足，能够形

成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传播力和影响力非常

有限。[4-8] 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陕西中医药文化创

意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结合地域特色的陕西中

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策略的构建便是十分有必要

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陕西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如下图所示。

一方面，需要扭转陈旧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的

设计思路。以主题活动的策划引导行业发展先行，利

用活动策划的影响引领产品设计，通过产品设计的应

用提升主题活动影响，结合活动发展的延伸拓展文化

传播，力求打破陈旧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思路，更

多地要使得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中与时下的传播手段以

及受众群体的接受偏好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起到活化

中医药文化创意资源的作用。具体而言，将主题活动

策划作为进行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先导，如在

陕西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中，结合岐伯、扁鹊、孙思邈、

王焘、武之望等历代名医在陕西行医医学史料，《神

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千金要方》、《千金

翼方》等成书于陕西地区的史料梳理，包括黄竹斋、

米伯让、朱兴恭、张学文、郭诚杰、雷忠义、杨震等

一批当代中医名家等中医药学研究，可由此作为素材

来展开主题策划活动，在内容上力图最大程度地来凸

显陕西地区的地域特色与文化特征。同时，在主题活

动的策划形式上，结合当下信息社会的全媒体传播特

性，将“互联网 +”作为有效的传播搭载手段与方式，

通过“互联网 + 文化创意”的方式，来实现具有地域

标识的陕西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时代活化。如摒弃陈旧

的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思维，打造以陕西中医药

文化创意为核心的一系列主题活动，可结合如中医药

文化品牌设计比赛、中医药文化创意作品遴选、中医

药文化传播科普作品策划等形式。与此同时，也可结

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科技等信息传播的科技手段与方

式来增强主题策划活动在形式上的时代感和科技感。

另外一方面，转变中医药文化创意资源利用不足

的弊端，以创意性和独特性作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的

核心，将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核心要素紧紧锁

定于创意二字，精专于进行特色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

创意挖掘，在此过程中帮助有效地整合陕西中医药文

化创意资源。在具体的研发思路上，可结合丰富的陕

西中医药文化创意资源，深入发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创意产品要素，如从经典名方、医史文献、中医药

典故、名医验方、民间故事中的内容中进行创意要素

的挖掘，从而也可将陕西中医药文化素材有效地进行

资源整合。与此同时，在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的

研发主体上，动员和结合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如

以陕西中医药科研院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等社会

机构为基础，以知名医药企业如步长集团、海天制药、

康惠制药等为重点，结合新闻出版、媒体传播、动漫

文化、艺术创作、旅游餐饮、健康养生等领域的社

会组织，以通俗化、大众化且时尚化的文化创意要素

为核心来进行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尤其要抓

住当下年轻受众群体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心理需

求，也使广大民众在体验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的

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和感受陕西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

魅力，从而增强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影响的广度与深

度。

再者，打破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链融合分散的问

题，着力进行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聚合打造，

并以创意产业园区为依托，以此来打造强有力的陕西

中医药文化品牌，而这也可以帮助在融合陕西地域文

化特色的同时，进行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市场价值拓展。

诚然，就陕西省内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有安康市石泉

县本草溪谷中医药旅游养生基地、西安市姚氏太和医

室非遗文化基地、铜川市孙塬镇中医药文化特色小

镇。另外，如黄帝陵、药王山、扁鹊庙，包括秦岭药

用植物生态观光园等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多样且

丰富，但在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运营上仍存在

产业链融合发展分散的问题，尤其是难以形成聚合式

的品牌效应。因此，结合陕西地域特色的药材、食品、

温泉等自然资源；中医药文献、思想流派、名家名方

等人文资源，打造产业链上下游清晰、产业模块连接

紧密的创意产业园区品牌，突出生态、居住、食用、

文化养生的主线，融合医疗康养、药膳食疗、运动养

生、教育科研领域，充分结合陕西地域特色的自然环

境和人文环境，打造能够产生更广泛社会和市场影响

力的创意产业园区也是可行且十分有必要的。这一举

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在进行陕西中医药文化品牌

聚合，同时也将充分挖掘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资源的

转化势能潜力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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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进行基于地域特色的陕西中医药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构建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多样主

体的融合发展作用。将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向科研教

育、医疗健康、文化传播、对外交流等领域进行延伸

拓展，联合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科研院校、非物质

文化遗产组织等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共同力量。在此之

中，更要调动发挥如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等管理科研部门单位的

重要引领作用。同时，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中也要注重

政企联动、区域联合、行业融合的侧重倾向，为陕西

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聚集更多的社会力量与优

质资源。与此同时，也应该注重在制度保障方面，特

别是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包

括政企筹资支持制度、企业融资优惠政策等政策的有

效支撑，为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先行的资

金制度保障。另外，在打造基于地域特色的陕西中医

药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与陕西中医药文

化科普、论坛宣讲、体验考察、产品购买等要素相结合，

以地域中医药文化特色为基础，将陕西中医药文化传

播的资源整合、产品研发和 IP 搭建的理念融入其发展

建设的过程中，凸出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陕西中医药

文化的共享理念与传播特质，并在此过程中，以期达

到提升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广度与力度、拓展陕西

中医文化产业市场的规模与体量的促进作用。从而增

强陕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价值认同，助力建设具有地

域特色的陕西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系统，帮助扩大陕

西中医药文化品牌知名度与价值性，实现陕西中医药

文化传播的多维影响和势能转化的有效提高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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