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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针灸研究现代化

从文化传播角度试论针灸国际化

发展中的问题

印　帅　吴　楠　兰　颖　孙睿睿　曾　芳　梁繁荣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７５）

摘要　随着针灸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由中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各种问题逐步凸显，目前主要存在两类问题：１）传统针灸的
西化及自身文化淡化；２）知识体系差异造成西方国家对针灸不认可。同时作者提出，通过夯实国内中医文化环境基础、注
重针灸的国际化传播方式等思路来应对目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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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针灸在医学进步史上为人类健康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其“理、法、方、穴、术”的经典诊

治体系，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独树一帜。针对中医

针灸，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生命科学方面的认识，更

应该将其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科学的完美结

合体，它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责

任。随着全球资讯多元化、文化交流国际化，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推进中医针灸的国际化发展，不能仅

限于从医学、科技等技术层面着手，更应该重视文化

环境的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努力营造一个适

合中医针灸继承、生存、发展、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

国际环境。

１　中西方文化传播及针灸发展现状
针对文化传播，常常会提到３层含义：第一是日

常生活层面的文化传播，指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在日

常生活中彼此之间的沟通；第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

面的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

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第三是上述两个层

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

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中西

方医学就是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

随着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我国，西医也凭借着先

进的、精准的诊断技术、治疗手段冲击着中国传统医

学，同时也改变着针灸医生的诊疗方法［１２］。上世纪

７０年代，中国传统文化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吸引着
众多文化爱好者，而针灸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产物，

因其卓越的临床疗效而逐步被国际所认可［３５］。但

因为两种医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根本不同，决

定了这仅仅都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借用，并非文化层

面的肯定及融合，如国外医疗体系并未对针灸的整

体理论，如四诊、辨证等非治疗手段予以肯定及研

究，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医学技术，这大大

限制了针灸的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以上都是中西

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结果，文化冲击为针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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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很多问题，其背后是对传统中医针灸继承和

弘扬发出的挑战，更是针灸国际化的机遇所在。

２　从文化冲击角度看针灸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针灸热”，让全世界的注

意力都集中在了一根银针上面。毋庸置疑，这是我

们中医针灸文化传播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跨

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却面临着种种的现实问题。

２１　针灸的西化及自身文化淡化　《黄帝内经》言：
“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营其逆顺出入之

会。”针灸临床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根本，其诊断、治

疗、预防保健都是建立在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依据的

中医思维的辨证分析上。但近些年来，部分针灸医

生已从“理、法、方、穴、术”的整体辨证思维模式逐

渐演变为“疾病或症状与特点部位或组穴相对应”

的机械式治疗方法，如治疗周围性面瘫均以面神经

走行区的穴位为主，而忽略了辨证取穴、循经取穴等

方法，有时固然也能治疗疾病，但这大大的影响了针

灸诊疗思维的传承和学术发展。同时医师的针灸操

作手法亦影响疗效及预后［６９］，《黄帝内经》：“小针

之要，易陈而难入”“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

机道，叩之不发”。但随着物理医学的发展，手针操

作逐渐被电针、电刺激等所代替。部分医师只知电

针参数，不辨行针及补泻，出现“重仪器使用、轻手法

技艺”的不良局面。同时国内外众多针灸短期培训

机构将针灸作为简单技能传授，而非系统的医学科

学理论。这无一不说明，在东西方文明的冲击碰撞

下，针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医学思维方式正在面

临西化、淡化、孤立的情况。

２２　西方国家对针灸的怀疑　尽管针灸的医疗学
术地位也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合法化，同时这项疗

法也正在被更多的西方人所接受、所采用，但是西方

国家对针灸仍呈模糊态度，将其作为一种补充替代

医学运用，对其文化认同度并不高，这种认同度指

“个人自觉投入并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的程度”［１０］，

其原因归结于中西方思维模式对待针灸科学性的认

识及方法不统一。

针灸治疗疾病的可行性经过了数千年的临床实

践证明，其疗效是有目共睹的，从这方面看它当然是

科学的。但西方科学认为，科学是可以经过相对统

一的、可重复的试验验证的理论或行为，这需要试验

的标准化、精确化，恰恰针灸学中存在了太多的非标

准化模糊因素，如八纲、气血、阴阳、脏腑辨证，又如

经络循行、针刺得气感觉等非可视化、实体化因素，

这些都是针灸科学性验证的难点，也对针灸的国际

学术认可程度产生影响。

同时，针灸专业术语、文章语言表达所造成的交

流障碍，也影响了西方国家深入认识了解针灸［１１］。

中国文化强调“意合”，而西方人强调“推理”事物发

展过程，这种文化思维层面的不同，决定了作为学术

传播载体的文章、书籍的接受程度不高，严重影响针

灸学术理论的传播，国际穴位名称与传统经络腧穴

的不同就是很好的证明。

３　构建传统文化环境，促进针灸国际化
针对以上问题，亟需从文化传播角度，综合分析

多种因素，借鉴历史成功经验，构筑有利于针灸学发

展的传统文化环境。

３１　促使国人自觉，夯实本土中医文化　文化自觉
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中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自知

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即文化

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现代文明对中医

针灸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针灸教育、临床、科研

等多方面均出现了西化倾向，在运用“科学”技术验

证、解释、发展针灸理论，运用现代仪器代替传统针

灸操作的同时，我们正在丢失自我传统的知识体系

及思考方式，面临严重的文化迷失，亟需国人的自我

觉醒。

在国际文化大环境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脊梁

已然变形，这是针灸从业者对传统缺乏自信、依附西

方科学的根本原因，所以构建本土中医文化环境势

在必行。追溯历史，不乏涪翁、华佗、皇甫谧等古代

名医，也多见吴棹仙、贺普仁、石学敏等近现代针灸

临床大师，他们自身知识的总结及提炼也会是造福

针灸界的一笔财富。同时，目前针灸从业者多为各

大中医药院校毕业生，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决定了

他们的诊疗思维模式。邓铁涛老先生曾提到“强经

典、重临床”的培养思路［１２］，在教育培养阶段应加强

中国传统文化、针灸基础理论、针灸经典等方面的教

育，搭建更适合针灸医生解决问题的思考行为模式。

在医疗体系中，尽可能做到“中医为主，借鉴西医”

的思路，运用传统诊疗对待疾病，明辨阴阳，审机论

治，学以致用。当然，借用报纸、书籍及现代媒体技

术，普及针灸基础知识，让民众了解针灸的理论、解

决问题的能力及方法，不断促进现在及将来的针灸

文化国内普及，多角度构建、夯实国内的中医针灸文

化环境。

３２　重视文化传播方式，促进国际认同　当西方文
明向世界传播的同时，针灸的东学西渐具有重要的

特殊意义，针灸向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完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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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状态下的“文化逆流”，但有效的文化传播及文

化融合是一个难题。针灸的非标准化决定了西方科

学对待针灸的怀疑态度，而标准化的科研成果、诊治

方案也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近年来，国内各

种大型针灸科研成果，如经穴特异性的研究、针刺手

法机理的探析、循证针灸学的创建［１３１６］等，都为西方

世界更好的理解、接受针灸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针灸优势病种的标准化诊疗方案的制定也让

针灸在临床诊治方面的运用更加简便、规范、客观

化。这些都是遵循西医从分子生物、生理病理认识

人体的角度来阐释针灸理论，更容易被西方世界认

同并接受。

同时，针灸传统文化又与当代科学有着惊人的

联系，而这些联系对针灸实现国际认同亦很重要。

以“治未病”为例，古代针灸专著多次提出，如《千金

方》言：“凡入吴蜀之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

则瘴疬瘟疟，勿令疮暂瘥，毒气不能着人也”。“治

未病”思想与现代预防医学相呼应，如果将针、灸的

预防保健思想向国外传播，定会对大众了解针灸的

功效起到重大作用。所以，重视与西医有对应关系

或共同认识的方面，着重进行文化层面宣传，加强政

府部门及社会联系，促进普通民众对针灸的认可，将

为针灸在国外生根发芽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４　结语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作为拥有浓重中

国传统文化背景的针灸学，如何在其国际化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如何作为中医学国际化传播的先锋站

稳脚跟，如何作为全世界人类的医学宝库为更多民

众更好的服务，值得我们针灸人去思考和探索，笔者

也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对之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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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５５（９）：７２８－７３１．

［１０］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Ｒ．Ｂｅａｕｖａｉｓ，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０，２５（５Ａ＆６Ａ）：６５５－６８５．

［１１］牛喘月．从西方第一次“针灸热”看语言与翻译问题对中医西传

的影响［Ｊ］．中西医结合学报，２００４，２（１）：７８－８０．

［１２］陈凯佳，邓铁涛．国医大师邓铁涛中医教育思想研究［Ｊ］．中华

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２，３０（８）：１７１５－１７１６．

［１３］梁繁荣，唐勇，曾芳．经穴效应特异性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展望

［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０８，２７（１２）：４３－４５．

［１４］李春华，刘玉祁，张鹏，等．“十一五”期间经穴效应特异性研究

进展［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３，３３（６）：５７３－５７６．

［１５］石学敏．针刺手法与临床效果的相关性研究———同一穴位针刺

方向、深度、施术与对应症的关系［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９）：

１０７７－１０７９．

［１６］郭太品，任玉兰，李骥，等．循证针灸学及其转化应用［Ｊ］．中医

杂志，２０１４，５５（１２）：９９９－１００２．

（２０１５－０３－０２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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