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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医药

基于语料库的美国媒体中医药

报道话语分析

叶　青　吴　青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分析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话语，揭示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医药的认识和态度。方法：建立美国中医药
新闻报道专题语料库，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对报道文本进行索引行解读和词簇研究。结果：１）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医
药相关报道的数量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２）在描述中西医关系时，美国媒体频繁使用了具有“融合”语义的词汇。
３）在报道针灸和中药时，媒体的词汇选择存在明显差异，在宣传针灸安全有效的同时，强化了中草药有害、受污染、甚至危
险的负面形象。结论：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体现了美国社会和民众对中医药发展的密切关注和对寻求中西医结

合的浓厚兴趣，然而中草药的安全性问题仍是美国民众关注和担忧的焦点。为了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认可和接受度，需要

加强对中医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媒体宣传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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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中医药在美国搭上了补
充替代医学发展的“快车”，在众多的补充替代医学

学科中脱颖而出，受到美国补充替代医学中心（ＮＣ
ＣＡＭ）的高度重视［１］。越来越多的美国医学工作者

开始主动了解针灸和中药，中医药的公众知晓度也

得到迅速提高。为了满足社会和民众对中医药发展

的关注和兴趣，《纽约时报》等美国大众新闻媒体针

对中医药进行了深入、持久和广泛的报道，内容涉及

针灸和中药治疗、环境保护、保险政策、药品管理等

多个方面，已经成为美国公众了解中医药的重要渠

道之一。

在当代新闻传播全球化时代，具有超级传媒帝

国之称的美国，其新闻传播影响力犹如在科学技术

上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２］。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报

道不但左右国内舆论，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医药的

认可和接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世界舆论，对

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产生了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

此，研究当今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能了解

美国社会和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态度，更好地促

进中美两国的中医药交流，有利于扩大中医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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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影响。本文以美国媒体中医药新闻报道的语言

特点为考察重点，探讨其语言结构折射的观点态度，

为推动中医药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参考。

１　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新闻话

语一直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点。批评性话语分析

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旨在对大众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发现语篇中

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

的影响以及语篇对意识的反作用［３］。研究者发现新

闻报道者通过词汇搭配、情态、语气等的选择，直接

或间接地表达出媒体对待新闻事件的观点和立场，

并在媒体活动中形成系统化态度倾向，从而有目的

地、有选择地、高强度地培养读者的思维认知定式，

达到社会共识［４］。

虽然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可谓丰富多

彩，但是至今国内缺少针对中医药新闻报道的系统

研究。本研究通过自建“美国新闻媒体中医药报

道”小型专题语料库 （ＴＣＭ Ｃｏｒｐ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尝试将语料库和批评性话语分析结合起来，
采用索引行和词簇研究方法，分析大量的自然语料，

从而更加直观和客观地解读新闻话语的生成和理解

过程，探究其新闻倾向性，把握美国社会和公众对中

医药的认知情况和情感态度，本研究对于我国的宣

传报道策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２　语料收集与整理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具有重要国内外影

响力的新闻媒体，因此研究者在语料的来源上做了

严格限定。根据美国审计媒体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ｕ
ｄｉ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２０１３年３月对美国各大报纸媒体发行
量的调查报告［５］，本研究选取排名前十的《纽约时报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华盛顿邮报（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洛杉矶时报（Ｔｈｅ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Ｔｉｍｅｓ）》《华尔
街日报（ＷａｌｌＳｔｒｅ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今日美国（ＵＳＡＴｏ
ｄａｙ）》作为语料来源。这五份报纸负有盛名，发行量
庞大，拥有广泛和稳定的读者群体，享有较高的公信

力和权威性，多为全国性报纸，能够全面和深入地报

道国内国际大事，其社论基本可以代表美国自由派

和保守派两派的观点。

研究者借助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ＥＢＳＣＯ）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以“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为检索词，从上述五份报纸共收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医药相关报道 ２６７篇，建立了“美
国新闻媒体中医药报道”小型专题语料库（ＴＣＭＣｏｒ
ｐ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ａ），语料总量为２２４９０７个形符，
１６３７１个类符，词汇密度达到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４６２９，平均词长为４９４。
３　报道状况概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美国新闻媒体中医药的报道量
化统计显示（见图１），报道量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
的态势，并具有时间阶段性，充分反映了该阶段的中

医药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是报
道增长的第一个高峰。２００３年３月，中国的“非典”
疫情出现全国蔓延趋势，美国媒体着重报道了中医

药在中国抗击“非典”中的积极作用。２００４年在美
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的资助下，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机

构专家以西医的严格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明了针灸

能够改善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功能［６］，再次激发了

美国媒体和民众对针灸在缓解疼痛、治疗疾病的浓

厚兴趣。２）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美国媒体对中
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了集中报道。中医药在

中国医疗系统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治疗运动损伤

的神奇功效，激发了美国媒体对中医药的第二个报

道热潮。３）２０１０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中国“中医针灸”

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７］，美国媒

体继２００４年之后再次出现报道针灸的高峰，不但总
结了针灸在治疗和缓解不孕不育、术后牙痛，关节疼

痛、分娩疼痛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还对针灸的文化内

涵进行了深入介绍和阐释。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报道数据变化

　　纵观这１０多年的报道主题，研究者发现针灸和
中草药相关报道居多，体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针灸

和中药疗效的关注。在“回归自然”思潮的影响下，

备受西药不良反应困扰的美国民众对中医药青睐有

加，针灸疗法和中草药发展尤为迅速，至２００９年，已
有上百个中医药研究项目得到了美国补充替代医学

中心的大笔科研经费支持，占同年研究项目的１／４，
其中１／３为针灸研究，２／３为中草药研究，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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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名高校也纷纷将中医药纳入医学教育课程体

系。为了满足社会对中医药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兴

趣，新闻媒体不但详细、客观地报道了针灸和中药疗

效的科研成果，而且就民众关心的针灸和中药疗法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采访了

执照医生、针灸师、病患、科研和管理人员等多个群

体。此外，报道的类别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涉及动

物保护、商业投资、医疗保险、药品管理等多个领域，

反映了中医药在美影响的扩大和深入。

４　报道话语分析
研究中医药新闻报道，不能仅仅局限于报道数

量和类别的宏观统计，还需要结合报道话语进行微

观分析。本研究以“传统中医药（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西医（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针灸（Ａｃｕｐｕｎｃ
ｔｕｒｅ）和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为检索词，借助日
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Ａｎｔｈｏｎｙ研发的语料库

检索软件ＡｎｔＣｏｎｃ３３５，生成上述词在语料库的索
引行和词簇表，结合自然语境来观察检索词的共现

词汇，探讨新闻报道者的词汇选择特点，进而揭示美

国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理解和态度。

４１　传统中医药与西方现代医学的融合　新闻语
篇对人物和事件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

择来实现［８］。在西方的传播媒体中，词汇的选择无

不取决于这些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在美国，西医是

常规医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中医药则被列入
补充替代医学（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ＣＡＭ）。因此，在报道中医药时，美国媒体不可
避免地需要参照或对比西医，甚至进一步描述两者

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借助语料库检索软件，列出了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医药时，描述中医（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西医（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关系的
索引行（见表１）。

表１　“ＴＣＭ／ＷＭ”索引行

ｈａｓｎｏｂａｓｉｓｉ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ＣＭ 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ＴＣＭ Ａ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ｉｎ
Ａｄｏｃｔｏｒ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ＴＣＭ Ｌｉ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ｉｔ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ａｊ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ＣＭ ｉｎｔｏ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ｌｍｏｓｔ５０％ ｓａｉｄｔｈｅｙｃｈｏｓｅ ＴＣＭ ｏｖ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ａｒｅｔｈａｔｍｅｌｄ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ＷＭ Ａｎｅｉｇｈｔ－ｗｅｅｋ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ａｉｎ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ｓｈｅｓａｉｄ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ＷＭ ＇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ｒｂａｌ
Ｉｂｅｌｉｅｖ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ＷＭ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Ｙａｎｇ，ａｎｅｘｐｅｒｔ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ＷＭ ｆｏ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ｈａｓｅｍｂｒａｃｅｄ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ａ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ＷＭ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

ｔｅｌｌ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ｅ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ｔｒｙｔｏｍａｒｒｙ Ｗ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ｉｎ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Ｍ ｗｏｕｌ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ｂ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ｒｅＣＡＭ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ｙｏｕｃａｎｔｒｅａｔｗｉｔｈ ＷＭ ｙｏｕｃａｎａｌｓｏｔｒｅａｔ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ａｔｉｓｎ＇ｔｓｔｏｐｐｉｎｇｅｖｅｎｔｈｏｓｅｔｒａｉｎｅｄｉｎ ＷＭ ｆｒｏｍｌｏｏｋｉｎｇｔｏｈｅｒｂｓｆｏｒａｎｓｗ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ａｔｍａｙｈａ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ＷＭ Ｔｈｅ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Ｌｉｌ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ａｓｋ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ＷＭ 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ｆｗｅｃａ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ｈｏｗｉｔｗｏｒｋｓ，ｕｓｉｎｇ Ｗ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ｎｍｏｒｅＷｅｓｔ
ａｓｆｏｒｑｉ，ｈｅｓａｙ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ｗｏｒｄｄｏｅｓｎ＇ｔｅｘｉｓｔｉｎ ＷＭ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ｉｓｌｅｓｓ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ｎｄｓｌｏｗ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ａｎ Ｗ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ｓ

ｓａｙｓ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 ＷＭ ｍａｄｅｈｅ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ｓｋｅｐｔｉｃ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注：ＴＣＭ为“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缩写形式，ＷＭ为“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缩写形式。

　　在描述和报道中西医关系时，媒体主要选择了：
１）“融合”词汇，如：结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混合
（ｍｅｌｄ）、补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综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应用
于（ｈａ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融入（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ｏ），甚
至用了拟人修辞，为 “中西医主持婚礼” （ｍａｒ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２）
“比 较” 词 汇，如：差 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相 似
（ｓｉｍｉｌａｒ）、整体地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无创的 （ｌｅｓｓｉｎ
ｖａｓｉｖｅ）、缓慢 （ｓｌｏｗｅｒ）。

新闻媒体的词汇选择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医学界

和社会对中医药的态度。一方面，随着公众对中医

药的兴趣和需求的持续增长，美国医学界开始重新

审视和思考对中医药的态度，逐渐从最初的排斥抵

制，转变为如今的寻求结合。美国政府增加了对中

医药研究项目的投入，鼓励医学科研人员加紧对中

医药的作用机制、有效成分、临床效果的研究和试

验，并实时向媒体和民众公布最新科研结果，为中医

药融入美国现代医学体系提供科学依据［９］。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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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疗效和经济效益的双重驱动下，美国医院和西

医医师也开始主动了解中医药的治病疗效和机制，

推荐和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１０］。然而，媒体也指出

了中医药与西医的差异，尤其是中医药的理论概念，

如气（Ｑｉ）、整体观（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对于美国医生和患
者来说都是较难理解的陌生概念，并表示中医药需

要采用西医的论证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才能被西方社会更加广泛地采纳
和接受。可见，美国医学界仍然坚持西方现代医学

的科学标准，中医药只能通过严格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或者有效成分和药理机制分析，才能证明其安全

性和有效性。

４２　针灸和草药的不同境遇　新闻语篇对主要过
程和核心对象的定义和描述，往往最能反映媒体的

态度和立场［１１］。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媒体对针灸

和中草药的报道，研究者对针灸（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和中
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进行了词簇研究，分析针灸和
中草药在语料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搭配结构，发现复

现频率较高的搭配为定义句式“针灸是……”（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Ｎ＝４８）、“中草药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ｓａｒｅ…，Ｎ＝１６），和描述句式“针灸能……”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ａｎ…，ｎ＝１７）、“中草药能……”（Ｃｈｉ
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ｃａｎ…，ｎ＝８）表２和３分别对比列出了
媒体对针灸和中药的具体定义和描述。

表２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ｂｅ”索引行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ａｆｅ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ｏｒｅｖｅｎ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ｉｌｍｅｎｔｓ

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ｅｉｎｇ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ａｒｅａｌｈｅｌｐ
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ｃａｎｂ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ｓ
ｄｒｕｇｓ

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ｏｘ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ｕｓｅｆｕｌ，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ｌｙｌｏｏｓｅ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ｕｎｐｒｏｖｅ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ｓｏｌ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ｇ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ｐｅｃｔ ｍｏｓｔ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ｂｅｆｏｕｎ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ｓｏｌｄｂｙｗｅｉｇｈｔ
ｍｏｓｔ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ｂｒｅｗｅｄｔｗｉｃ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ｌｕｍｐ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ｎｏｃｕｒｅ
ｎｏｔｍａｇｉｃ
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ｐｌａｃｅｂｏ

表３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ｃａｎ”索引行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ｓｃａｎ

ｃａｌｍａｎｘｉｏｕｓｄ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ｌｙ
ｈｅｌｐ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ａｉｎ ｈｅｌｐ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ｔｒｅａｔ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ｈｅｌｐａｎｉｍａｌ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ｈｅｌｐｃｏｃａｉ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ｓｏｐｏｓｅａｄａｎｇｅｒ
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ｏｘｉｃｓ
ｙｉｅｌｄ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ｐｏｓｅａｄａｎｇｅｒ
ｈｅｌｐａｄｏｇ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ｒ
ｔｈｒｉｔｉｓ

ｃａｕｓ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ｃａｎｉｎｔｅｒ
ｆｅｒｅ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ｅｖｅ
ｓｏｍｅｐａｉｎ

ｒｅｄｕｃ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ｓ
ｏｆｈｅａｌｉｎｇ

ｂ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ｓｕｃ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ｌｐｒｅｌｉｅｖｅｐａ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ａ
ｒａｎｇｅ

　　虽然美国医学界对针灸的治疗机制仍存在质疑
（ｎｏｔｆｕｌ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ｕｎｐｒｏｖｅｎ），甚至有研究者提出
针灸疗效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ａｐｌａｃｅｂｏ），并不能
真正治愈疾病（ｎｏｃｕｒｅ，ｎｏｔｍａｇｉｃ），但是针灸作为西
医的有效和安全辅助治疗手段（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
ａｄｊｕｎｃｔ／ｈｅｌｐ）已经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和认
可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不同于针灸，媒体
对中药的描述则多为负面，认为中药存在污染严重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含有毒性物质（ｔｏｘ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未
经科学加工（ｎｏ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ｓｏｌｄｂｙｗｅｉｇｈｔ）
等种种问题，强调其是政府监管（ｒｅｇｕｌａｔｅ）、医师指
导（ｇｕｉｄａｎｃｅ）和科学研究（ｓｔｕｄｙ，ｔｅｓｔ）的对象。这些
词汇所特有的排斥性和否定性语义，很容易使媒体

受众对中药产生“异己”负面性构建效应。

同样，媒体对针灸和中草药疗效的报道也呈现

差异。随着大量现代临床试验和科技手段的应用，

针灸的部分疗效得以验证，对其作用机制的理解也

在不断加深，媒体对针灸的疗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介绍了针灸在镇痛（ｃａｌｍ，ｒｅｌｉｅｖｅ／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ａｉｎ）、
增加骨胶原（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降低尿潴留（ｒｅｄｕｃｅ
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辅助戒毒治疗（ｈｅｌｐｃｏｃａｉｎｅａｄ
ｄｉｃ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和治疗关节炎等慢性疾病（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等方面的多种疗效。由于中草药复方制剂
的药理复杂，研究难度加大，并涉及中国的制药业和

种植业［１２］，因此媒体的报道不容乐观，近半数的报

道皆为负面报道，如仅２０１３年《华盛顿邮报》《洛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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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时报》与《今日美国》分别刊登了《传统医药是否

安全（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ＹｅｓＢｕｔａｒｅｔｈｅｙｓａｆｅ？）》《诱人却
危险的药品（Ａｌｌｕｒｉｎｇｂｕｔｒｉｓｋ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补充剂
的危险地带（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ｄａｎｇｅｒｚｏｎｅ）》。虽然肯
定了中草药在减轻流感症状（ｒｅｌｉｅ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ｉｎ
ｆｌｕｅｎｚａ）等方面的疗效，媒体不断警告民众小心中草
药的毒性（ｄａｎｇｅｒ，ｔｏｘｉｃｓ）和与西药混用的不良反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５　结语

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一方面体现了美

国社会和民众对中医药发展的密切关注和对寻求中

西医结合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以西医

科学观为主导的社会认知和态度。针灸的科研成果

和治疗效果，得到了充分的报道和较高的评价，在美

国已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接受，主流西医从业人员正

在迅速进入针灸治疗和研究领域，这使得针灸能够

较好地融入美国。但是美国媒体有关中药的负面报

道较多，体现了美国医学界对中药有效性和安全性

的顾虑，以及民众对中药的质量稳定性及合理使用

信心不足。因此，除了加紧对中医药疗效的研究和

中药生产的标准化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中医

药科研、管理部门与国内新闻媒体的合作，充分利用

和发挥我国新闻媒体的作用［１３］，积极对外报道中医

药的最新科研成果，宣传中医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及时回应国外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纠正和反驳错

误或不公的报道，建立顺畅的中医药信息国际传播

途径［１４］，树立中医药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医药的

发展创造较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高中医药的国际

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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