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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医药

浅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

王　锐　申俊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中医药是灿烂、繁荣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
璀璨的明珠。中医药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初见雏形，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它不仅在神州大地上代代相传，帮助中华民族战胜了各种疾病，更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早在秦汉之际，中医药

就已走出国门，开始随着华人的移居，被带到东南亚地区，并开始传播，并且取得了显著地成效。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医药

与东南亚十一国的渊源、传播历史与发展现状，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构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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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是灿烂、繁荣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数千年来，它

不仅在神州大地上代代相传，帮助中华民族战胜了

各种疾病，繁衍生息，更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

世界各地，都深受欢迎。

１　中医药的产生与传播历史
中医药最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初见雏形，当时

医巫并存，在很多卜筮史料中都有医药卫生的相关

内容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医巫分离，中医理论开始初步形成。秦汉时期，伤

寒、杂病、外科等临床医学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

成时期，形成了中国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时期

也有很多医药学巨作问世，包括产生于秦汉之际的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

寒杂病论》等，这些都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隋唐时期，国家兴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学

技术进步，医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包

括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侯论》、孙思邈编著的

《千金方》和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等，这些丰富的

理论成果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使得中国传统医

学发展史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宋金元时期，北宋政

府重视医药的发展，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包括

《本草图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

同时还设立了和剂局、安剂坊、福田院等，促进了医

药卫生的发展。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

化融合，也为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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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上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是药学史上重

要的里程碑；吴有性撰写的《瘟疫论》，开创了我国

传染病学的先河，而他提出的“戾气”致病学说，在

世界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朱?、滕

硕、刘醇等编著的《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

方剂书籍。清代，医学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

累沉淀，传统中医理论已经趋于完善，具备了完备的

医学体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赵学敏的《本草纲

目拾遗》，它是对《本草纲目》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在治疗温病方面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

雪的《湿病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以及王士雄的

《温热经纬》［１］。总之，中医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

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对保护人类健康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一直在

古代处于领先地位。

２　中医药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与现状
早在秦汉之际，中医药就已走出国门。由于当

时局势动荡，王朝势力不断向南发展，大批中原人士

纷纷南迁，使得中原文化也慢慢向南方渗透，很多中

原文化被带到了南方，开始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当然

其中就包括中医药。

２１　中医药在越南　越南是最早接受中医药的国
家。早在汉代，中医药就已传入越南。据《神仙传》

《大越史记全书》等史料记载，三国时期，董奉游交

趾（今越南北部），发现当地刺史杜燮已“死三日”，

后董奉给其服用了一颗药丸，“以水合服，捧其头摇

捎之，少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平。复明日，旋能起

坐，四日复能谈，遂复常。”可见早在１７００多年前，中
医药就已传入了越南［２］。之后中医的多种医学著作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景岳全书》等传入越南，对

越南的传统医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将自己

本民族的传统医学与中医融合，形成了“东医”，将

西方的医学称为“西医”［３］。１９世纪中叶，越南沦为
法国殖民地，在这个时期，虽然西医在越南被广泛提

倡与传播，但中医药由于其“质优价廉”的优势，所

以一直被广泛传播。１９４５年，越南独立后，政府部
门在卫生保健问题上采取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

合的政策［１］。鼓励继承发展东医，进行东西医结合。

并在１９６１年，将其作为条文写入宪法。从此，越南
中医药的发展有了法律的保障。

２２　中医药在泰国　在泰国，中医药也是很受欢迎
的。早在７００多年前素可泰王朝时期，中医药就随
华人华侨的移居而传到泰国。最开始，中医、泰医两

方势同水火，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居到泰

国，两国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两国医师开始相互学

习，中医药逐渐繁荣发展。据《古代的暹罗华侨》中

记载，阿瑜陀城中，不仅有华人出售中药材，有名望

的医生是华人，甚至连国王的医生也是华人［４］。李

青松，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施诊的旅

泰中医，他创办了“李天顺堂药材店”，专门出售中

药材。此后，中药店和中药诊所的数量不断增加，中

医药在泰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１９０６年，泰国华侨
开办了广肇医院、泰京天华医院等以中医为主的私

营医院，在天华医院开诊时，泰国五世王朱拉隆功亲

自到场，并御批其“为病黎造福、永垂不朽”［５］。

１９２７年，当地侨商组织成立了泰京联华药业工会。
１９２９年“暹罗中医药联合分会”成立，次年更名为
“泰国中医总会”，这推动了中医药在泰国的发展。

１９５８年，泰国政权更迭，当时的政府颁布了《禁止与
中国贸易条例》，中药也包括在其中。这严重影响了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导致中医药处于几近灭绝的境

地。直到１９７５年中泰建交，中药再次出现在泰国的
市场上。１９８３年，在泰国曼谷举办了“中国今日中
药展览会”使泰国人民重拾了对中医药的信任［６］。

１９８７年，泰国国会正式批准可以使用中草药。２０００
年，泰国卫生部正式以法律形式批准中医药在泰国

的合法化，从此中医药在泰国恢复了发展。而后，我

国与泰国多次进行传统医药学术交流与合作。２００４
年，泰国华侨大学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开办了中

医本科专业。同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与泰国中医学

交流中心针对关于如何发展，运用中、泰医应对

ＳＡＲＳ等方面进行了交流［７］。

２３　中医药在新加坡　宋代时期，我国沿海人民开
始移民到新加坡，中医药也随之传入。由于中医药

安全有效的特点，所以在当地被誉为“神州上药”。

１８７６年，新加坡华侨梁炯堂、何道生等人开办了同
济医院。善济医院、普救善堂等中医院也相继创办。

１９２９年，东南亚最早的中医药团体—新加坡中医中
药联合会成立。１９４６年，新加坡又成立了新加坡中
国医学会（后更名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８］。１９５２
年，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建立了中华医院，成为了新加

坡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１９５３年，新加坡中医
学院成立。１９７３年，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又创办了
中医学研究院。同时，新加坡中医杂志的出版也在

蓬勃的发展，如《航医》《中医学报》等都是广为人知

的中医刊物。这些院校和刊物的创立，积极的推动

了中医药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９］。１９９９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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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我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新加坡卫生部在北
京签署了中医药合作计划书，方便中、新两国在医

疗，科研方面深入交流［１０］。新加坡方面希望引进中

医药人才，帮助其制定中医药发展的政策。２０００
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了《中医师法令》，确立了中医

师在新加坡的合法地位，保证中医药在新加坡可以

更深入的发展［２］。

２４　中医药在菲律宾　从１６世纪开始，已有华人
移居到菲律宾。近年来，菲律宾的华侨数量已超过

５０万，他们普遍沿用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惯，所以他
们仍习惯用中医治病。１７８９年，旅菲华侨创立了中
华崇仁医院，是菲律宾第一所使用中医药的医院。

１９２２年，当地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中医师公会。１９２９
年，中华药商会成立。１９６１年，中国医药研究社成
立。这些组织的成立，培养一批中医爱好者的同时，

也推动了中医药在菲律宾的传播与发展［２］。长期以

来，我国和菲方在中医学术交流上往来并不多，菲律

宾尚无中医院校，也没有正规的中医教育，通常只是

通过培训班教授针灸、按摩、推拿、正骨的方法和技

巧。后经过中医人士等多方努力，菲律宾东方大学

医学院终于在２００５年开设了中医课程，揭开了中医
在菲律宾发展新的一页［１１］。虽然中医药在菲律宾

尚未获得合法地位，但是由于菲律宾人，特别是华人

华侨对中医的信任，所以政府只能持默许态度。在

中医团体的不懈努力下，中医药一直在菲律宾积极

且艰难的传播着。

２５　中医药在马来西亚　早在公元前１世纪到２
世纪，中马两国就已经有文化上的交流和贸易上的

往来。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中国商人

途径马来半岛，到达印度的经历。到了公元７世纪，
唐代有华人开始移居到马来西亚，也就在同一时期，

中医药被移民者带到了马来西亚。１５世纪，大批华
人移民到马来西亚。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曾为马来

西亚带去了生姜、肉桂、茯苓等中药材，中医药成为

当地居民治疗疾病的首选。１７９６年，旅马华侨的古
石泉在槟城创办了仁爱堂，这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中

药材店［１２］。１８８１年，华侨叶观盛在吉隆坡创办了中
医诊所，名为“培善堂”，后更名为“同善医院”。

１９２４年，又有华侨在当地成立了中医药研究所。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当局政府限制中医发展，

故意增加课税，导致中医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为了维护中医药的正当权益，１９５５年中医人士成立
了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对华人医生进行统一管

理。之后创办了马华医药学院、槟城中医学院、霹雳

中医学院等教学机构，培养中医药人才［１３］。但由于

中医药在马来西亚始终缺乏法律的保护和相应的管

理政策，造成了中医药市场的混乱，严重的降低了中

医药的形象与地位。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重

视传统医学的发展，加强了与中医方面的合作，积极

与我国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机构进行交流。上世纪

８０年代末，马来西亚开始与中国中医院校联合办
学，组织两国医生相互交流［１４］。这些都预示着中医

药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２６　中医药在印度尼西亚　据史书记载，中国与印
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交往始于东汉。到了

唐代，中印交往频繁，大量华人移居到印尼，中医药

开始繁荣发展，在当地被称为“传统医学”。由于中

医药显著疗效，所以在当地一直深受百姓喜爱。近

代有一位著名的旅印中医师—周美爷。此人医术高

明，被当地民众称为“第一神医”。当时荷兰驻印尼

总督聘请周美爷为私人医生，并向其学习中医知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与印尼建交，当时印尼首脑苏
加诺曾多次访华，印尼人民学习中医热情高涨，但是

６０年代末，印尼政权更迭，与中国终止了外交关系，
中医药也被限制了发展。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
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中印关系日益改善，同时也

应印尼广大民众的要求，印尼政府于１９８５年批准成
立了印尼中医协会，并且组成“中医考试遴选委员

会”，每年进行中医（针灸）考试，向考试合格者发放

“证书”，在当地卫生部门注册后方可行医［５］。从

此，中医在印尼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目前，印尼的中

医教育机构只有一所中医学院，于１９８３年建校。此
外，也有一些大学设有针灸专科，中医协会也会定期

举办短期培训班和短期针灸进修班［１］。据数据统

计，印尼现在共有中医师千余名，大多为针灸医师，

分布在全国各地。

２７　中医药在缅甸　中医药在缅甸也具有很悠久
的历史。１７９５年，缅甸使者孟干来华，带了大批古
籍回缅甸，其中就包括《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近

代著名的缅甸华侨，中医师胡子钦，在仰光开设了永

安堂，为当地人民治病，深受尊敬。１９０８年，胡子钦
去世，其子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继承父业，继续经营

永安堂，后研制了虎标万金油，不仅畅销缅甸，更是

闻名东南亚，远销欧美国家［１５］。１９４８年，缅甸独立
后，就很少与其他国家来往。缅甸的中医也很少与

外界同行进行交流，因此中医在缅甸的发展比较缓

慢。据资料记载，１９６３年，仰光大约有十几间中药
店，后归国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缺乏管理，中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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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低谷。直到１９６８年，缅甸政府批准旅缅中医协
会的成立，才使中医的情况有所改善。目前，旅缅中

医协会大约有４００多名会员，分布在全国各地。除
了缅甸华侨喜欢用中医药，缅甸本地人也很喜欢用

中医治病。但是缅甸的中药店数目并不多，中药价

格比较昂贵。因此对于收入比较低微的缅甸人民，

他们更倾向于价格低廉且疗效显著的针灸疗法［１６］。

２８　中医药在老挝、柬埔寨、文莱、东帝汶　中医药
在老挝、柬埔寨、文莱、东帝汶的人才普遍短缺，但是

这些国家对中医药非常关注。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
“名医荟萃中医药东盟行”老挝站开幕式隆重举行。

老挝卫生部传统医药研究所所长布彭表示，希望多

与中国开展交流，认真向中医药专家学习知识，将中

医药应用于老挝的医疗保健中，为老挝人民的健康

服务。在柬埔寨，金边华侨于１９０６年创办了中华医
院，免费为患者治病。又于１９６１年成立中华医院医
疗协助会，为中华医院提供资金援助［１］。近年来，我

国经常组织中医专家组到柬埔寨开展义诊活动，为

当地华侨、华人和普通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提起中

医药在文莱的传播，就不得不提起同仁堂。同仁堂

文莱店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８月。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
中医坐堂、针灸、推拿按摩、代客煎药等服务，迄今已

接待求医问药者 ５０００多人次，深受文莱人民的欢
迎。东帝汶２００２年宣布独立，医疗条件比较落后。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１日，成都中医药大学林建华教授在东
帝汶开设了针灸门诊，这是中国针灸第一次传入东

帝汶。现在，已有数万人接受过林建华的针灸治疗，

并且效果显著。

３　结论
近年来，由于现代医学和西医开始暴露出各种

问题，人们也开始崇尚自然，意识到中医药是最佳的

选择［１４］。中医药不仅为各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推动了当地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同时随着中医药的传播，也增强了我国与东南亚

各国之间相互了解，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

的交流与贸易的往来，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

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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