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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医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裴亚杰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河南登封  452470） 

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一个重要国际性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促进中国文化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播，促进沿线国

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推动“一带一路”的系统建设，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值得我们思考。在“一带一路”战略

背景下，中医药作为健康医疗资源与人文文化资源，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有效载体。 

本文在现有的有关中医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发展要求，对中国中医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传播作了系统的研

究。中医文化在“一带一路”的传播过程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存有疑虑，质疑我国“一带一路”

战略提出的意图和目的。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中医文化的传播势必会遭受各国的质疑。那么，中国应当树立一个崭新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消除各国对中国的误解，这也佐证了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中医文化能够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医文化作为支撑，通过民心相通减少“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阻力，减少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类问

题和矛盾，加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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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兼具医学科学与人文社科

的多重特殊属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有效载体。 

2015 年，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

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

可持续的发展”[1]。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代就随着古丝

绸之路贸易活动的开展而传播到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下，中医药作为健康医疗资源与人文文化资源，是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有效载体。 

2017 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

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未来五

年将着力加强中医药国际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医药国际教育及文

化传播体系建设、中医药国际科技体系建设、中医药国际贸易体系

建设等[2]。这些权威发布都为中医文化传播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

指导。 

1“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医文化国际传播历史悠久，经历了近代短暂的“低潮”以后，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医又以其良好

的疗效、简便自然的治疗方式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由于中医

药的国际传播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

生活习惯、医学认知的迥异都阻碍着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单纯中医

物品展示和中医技能层面的讲授无法深刻体现中医药的特色和精

髓，因而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应文化先行，让国外民众从根本上认

知中医的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念，为中医文化的交流与各国之间

的合作做铺垫。 

1.1“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 

为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医药（含民族医药）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

发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指出，

要开展中医药公共外交，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用国

际化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沿线国家传播与推广，

将中医药打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中医药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

应当加深中医药在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1.1.1“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引领 

2013 年习主席于提出“一带一路”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

连通亚洲、欧洲、非洲 60 多个国家，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政治、

文化的交流和进步。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国家，引领

着沿线国家经贸的交流和发展。此外，文化交流作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拓展我国文化交流、发展和传播的平

台，増进各国之间的文化认知和相互理解，增强政治互信。因此，

“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1.1.2 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强大的综合国力为我国中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助推

作用。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科

学和人文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世界上

虽然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处于战乱和饥饿的边缘，但全球大部分地

区政局稳定，为中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济全球化意

味着贸易的全球化，我国是中药的重要输出国，东南亚及华裔市场、

日韩市场是我国发生中药贸易的主要市场，其次是非洲、阿拉伯市

场，最后是西方市场[6]，我国的中药贸易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1.1.3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 

现代医学在解决人类病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副面反应。另

外，现代医学治疗过程中，各种医疗检查项目越来越繁杂，昂贵的

医药费用连美、日、英等这些发达国家都难以承担。所以，国外近

年来逐渐兴起了“自然疗法”，即：“自然医学”。自然医学主要指

非药物疗法和天然药物疗法，强调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将自然存

在的东西与人体自身的能力统一起来，是保持和恢复健康的基础，
[7]这一新的医学潮流与中医的思想不谋而合。中医“天人合一”、“阴

平阳秘”、“治未病”等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自然医学的原理，针灸、

推拿、中草药、养生功法等都属于中医自然疗法的临床应用，因而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中医热”、“针灸热”、“太极热”等。

中医为自然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内容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必将引

领自然疗法的时代潮流。 

1.1.4 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 

孔子学院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为中医药文化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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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交流打开了新的窗口。孔子学院拓展了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新

路径，让更多的国外民众了解和接触到中医药文化。 

2004 年，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此后，孔子学院在

世界各地的发展如火如荼。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有 53 国设立 140

所孔院和 136 个孔子课堂［8］。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孔子学院逐步

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寻求与国内院校合作，建立孔子学

院。中医孔子学院的建设也取得新进展，教学内容、培训项目和文

化活动都在逐渐丰富和完善。2016 年 12 月《中医药法》颁布，并

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实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越

来越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为中医药在世界传播打下良好的

基础。 

1.2“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组织开展的传统医药活动,进一步开展与外国

政府间的中医药交流合作,扶持有条件的中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完善相关政策,积极拓展中医

药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援助、政府合作项目中增加中医药项目。

加强中医药知识和文化对外宣传,促进国际传播。”[10]虽然中医文化

在国际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其传播现状而言，仍存在不

足，在其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中医文化本身、传播内容、传播机制的

挑战。 

1.2.1 中医文化传播本身面临的挑战 

中医的科学性在国际上受到质疑，中医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

不同于现代实验科学的范式，许多运用成熟的理论因无法被现代实

验证明而被斥为是伪科学；一是中医系统的自我封闭，成为一种中

医院校内部或者中医药高校之间的自我娱乐。二是中医文化的话语

体系原因，在大众化理解层面存在一定的理解难点。三是中医文化

中难以被人们理解的名词术语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途径使之符合

现代的通俗语言体系。这是传播学中编码与解码所遇到的困境。 

1.2.2 中医文化传播内容面临的挑战 

中医文化国际传播内容层次较浅。目前中医文化的传播以中医

用具展示、功法练习、养生保健方法宣讲为主。而我们所说的中医

养生保健方法因涉及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通常以理论的

介绍为主。然而单纯的理论说教难以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学员缺乏

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于养生保健的方法也是将信将疑，很少会去实

践。其主要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医文化传

播内容的把握至关重要。 

1.2.3 中医文化传播机制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中医文化的传播机制上，是一种单向的政府主导

下的传播，缺少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双向和多向互动；

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机制，不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机制。是一种平面的

传播机制，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传播机制。 

2“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医文化传播的对策研究 

2.1 中医文化传播主体对策 

中医院校应该成为中医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医院校作为培养中

医药高等教育人才的基地，自身就承担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传

播文化的职能。中医院校具有大量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应该

在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面对大众开

展中医文化的宣讲和传播。中医药高等院校可以从中医药国际学术

会议、中医药翻译人才的储备与培养、中医药著作论文翻译、中医

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医药传统文化多语种网站建设等方面开拓海

外传播路径。 

2.2 中医文化传播内容对策 

无论是在同一社会环境中，还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

间发生交谈、沟通、相互理解等行为，为的都是通过结伴来提高自

身实力、应对自然环境或社会竞争的挑战，满足克服孤独、自我认

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11]中医药作为文化进行世界性的

传播，交流双方的地位应是对等的，而非以“主－客”体的形式进

行单方面输出或接受。中医文化的传播不是向其他国家灌输中医药

理论以取代西方医学，更不是削足适履用中医药去适应西方标准，

而是在双方都抱有开放式观念的前提下，保持各自特色，又能有效

沟通，互相取长补短。 

2.3 中医文化传播机制对策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要发

挥互联网传播平台，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层面

希望中医药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发展、运用与传播，鼓励中医药文

化开创网络传播新路径。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媒体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这为中医药健康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利用互

联网传播中医药文化重点是要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即中医药的

思维模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12]。网站作为互联网的基本构成元素，

具有技术成熟、开发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便于保存与更新内容等

特点，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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