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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立足于中医药文化在美国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政治大局与大势，通过查阅和梳理相关文
献资料，探讨中医药文化在美国传播的价值意义，分析中医药文化在美国传播的发展前景及战略，以期揭示促进中医药文

化在美国传播的各种动力，加速中医药对外传播的进程，增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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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医
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及深刻的普世价

值观推动着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以及中医药文化在美国

发展的现状，有利于重新观察和审视中医药文化传

播的价值，从国家国际战略的高度，探讨和研究中医

药文化在美国传播的前景及对策，从而提升中医药

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１］。

１　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中的“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可以认为，文化是思想、理论、信念、

道德、教育、科学、艺术等在生产、传播、继承、创新等

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的总和［２］。

《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对“中医药文化内涵、核心理念、价值观念等进行深

入挖掘、整理和研究”［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印发的《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对
中医药文化进行了明确的定义［４］：中医药文化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

发展过程中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止疾病的思想和方法

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因此

中医药文化可以理解为中医药学从产生到经过几千

年的传播、继承、创新等过程形成的，具有中医药特

色优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种特色优

势体现在其特有的“以人为本、效法自然、和谐平衡、

济世活人”的核心理念上［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

药文化具有最大广度的感染人、影响人、治愈人的功

能，具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承与传播的潜质及意

义［６］。

２　中医药文化在美国发展现状
２１　中医药在美国发展简史　中医药传入美国，最
早可以追溯到１８世纪的中后期，公元１７８４年，中国
药材肉桂、桂皮、茶叶等已经通过中美贸易直接运抵

美国［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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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作为一门学科比较系统地传入美国是在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是随着大批华人移居美国而出现
的，但当时美国各界总体上对中医持排斥态度，认为

中医缺乏科学根据，是一种巫医。故中医药虽然传

入美国已有百年历史，但并没有真正被美国公众所

接受。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中医药在美国的
处境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善，美国掀起了一股“中

医热”，一些著名医学刊物和其他报刊上开始刊登介

绍中医、针灸的文章和报道，一些美国学者肯定了中

医、针灸的独特疗效，并认为中医药应在美国有其合

法地位［８］。

２２　中医药在美国发展基本现状　随着针灸在美
国的发展，今天，美国人逐渐开始认识和接受中医，

中药也开始受到美国人的青睐。约有５％的患者服
用天然药物，其中８０％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服用中
药。全美有各种中药店和含中药的保健品店１２０００
多家，年销售额达２０多亿美元。在美国知名度比较
高的美洲中医学院附设诊所每年平均接待２０００多
名患者。全美有８０多所中医学院，而且数量还在增
加。这些中医学院每年总共有约２０００名毕业生；
学院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如新英格兰针灸学院、太平

洋中医学院、美洲中医学院等，在校生数４００～５００
名，中等规模学院的在校生数２００～３００名，小者仅
３０～１００名［９］。

但是，在西医药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所有传统医

学都被归为“补充替代医学”的范围，中医药尚未被

列入正规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１９９４年美国国会
通过的《教育与食品补充剂法案》，使长期以来一直

在美国市场上流通的中药得以有了一个名分，可以

被销售，但还不能作为“药品”来使用。“中医医师”

尚未成为合法的职业，中医药可以治疗和预防疾病

的事实没有得到承认，因而一直不能进入医院、药房

和医疗保险的医药主流市场，因此，积极争取中医药

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和治疗药品合法地进人美国医药

主流市场，是提高中医药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加快其

推广应用的决定性因素。尽管美国已经开始认识和

发掘传统中医药文化宝库，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仍

然任重而道远。

３　前景与展望
中医药文化在美国发展前景的评估主要包括内

因和外因２个方面，一方面，中医药与西医相比自身
具备独特的生存优势，是促使其在美国发展的重要

内因；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对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

大力支持，是促进中医药文化在美国传播的根本保

障。

３１　中医药与西医相比具备独特的生存优势及发
展前景　中医药文化植根中国传统文化肥沃土壤，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具有现代医学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美国人逐渐

意识到西医西药的局限性及不良反应，很多人把目

光投向植物药物，希望从传统医药中寻找出路，这是

中医中药发展的好时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２１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
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

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

身心综合治疗发展”，这均与中医以人为本的价值

观、顺势思维的养生观、大医精诚的职业观、未病先

防的健康观等核心价值理念有相通之处。中医药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具有超越民族性、超越时代性的思

想特点，具有重要的普世价值，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

趋势和理念，从长远来看，中医药与西医相比具备独

特的生存优势，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１０］。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
呦在美国获颁拉斯克奖，谈及青蒿素的发现时说：

“这是中国人、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

一个荣誉……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

物”［１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露西·夏皮罗讲述青

蒿素发现的意义时说：“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

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

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拉斯

克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将一

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使

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相结合，将其

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了２１世纪［１２］。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
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提高了

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关注和认识，使世界上更

多人知道中医药，进而深入了解中医药，加快了中医

药走向世界的进程［１３］。中医药为世界人民健康造

福的潜力无限，还有待继续发掘，继承创新。中医药

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３２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大局与大势，为中医药
在美国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２０１０年６月，习近平
主席在澳大利亚亲自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

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医药学凝

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

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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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

积极意义”。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开创

了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新局面［１４］。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制定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指出：“到２０２０年，中医药发展的国际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被更多国

家或地区纳入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

中医药国际标准被更多国家认同，中医药文化传播

和科普范围更加广泛，中医药对外服务范围和服务

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对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的发展目标。中医药文

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我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６年３月，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促进
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提出的首要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为

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１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
商在北京举行，并在卫生领域取得多项成果，中美人

文交流高层磋商从２００９年开始，自成立以来取得了
突出成就，落实了１００多项成果，一批人文交流项目
产生了积极影响，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并从国家层面

逐步延伸到了基层。其中，中方“三个一万”和美方

“十万强”计划促进了两国青年走近彼此、互学互

动，为中医药文化在美国传播注入了新动力。中医

在这一背景下，要抓住机遇，提升中美文化交流的层

次，争取将中医药合作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

果，促进中美两国在医药和卫生领域的交流发展，从

而提升中医在国际影响力。

４　中医药在美国发展对策建议
根据目前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展

望，总结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１）在美国境内进行
属地化教育，宣传中医药文化；２）将中医药纳入主流
保险目录，扩大中医药在美国医疗市场占有率；３）鼓
励美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医，深入交换意见，增进

相互了解，加深战略互信，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

新动力；４）通过政府参与，争取中医药合法地位，使
中医在美国取得行医资格，规范中医从业人员的培

训和管理；５）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过程
中，应当十分注意有效保护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保

证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践模式应该

有一个整体的架构，既要全面体现出中医药国际化

的意义和目标，更要注重中医药国际化的可行性研

究和方案设计。根据我们长期从事中医药推广工作

的经验，总结并设计了以下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具

体实践模式，即科技开道、文化铺路、医疗接轨、产业

挺进、人才输出的五维立体发展架构，即中医药国际

化五大战略模式。

５　结语
钱学森院士曾言：“２１世纪的医学属于中国传

统的中医药学”。通过推进中美中医药合作，促进中

医药文化在美国的传播，有助于对中医药的理论基

础、临床疗效等方面更科学的认识，这对推动中医药

自身发展和促进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都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时期，新的挑战，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必须加快顶层设计，尽早制定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的战略，打造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品牌，

不断创新传播路径，提高传播效果。使中医药在世

界文化多元化的２１世纪，参与并整合到全球经济与
科技发展一体化进程中，成为世界新经济与新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实现中医药国际化的总体目

标。总之，我们坚信，中医药必将迈向国际医药殿

堂，为全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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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的逻辑呈现与建构

———读贾春华著《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

　　医学观决定了医学发现发明以及见解主张，而发现发明见解主

张的珠玑，又需运用恰当的逻辑结构而形成理论体系。仲景之《伤寒

论》以其体系为中医药“垂方法，立津梁”。自仲景书传世以降，《伤

寒论》成为诸家之研究对象，形成了方书派、医案派、文献派等诸多学

派。北京中医药大学贾春华教授所著《张仲景方证理论体系研究》一

书别开视角，是从逻辑学探讨《伤寒论》条文和体系的专著。

恩格斯指出：“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爱因斯坦以合理性、

逻辑性与简明性为科学的三个要素。在各种类型的知识中，科学最

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抽象的逻辑形式。特定的研究领域、专属的概念

范畴、自身的研究方法，此三者是一个学科形成和独立的标志。中医

药如此，《伤寒论》也不例外。

世界有三大逻辑传统：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

传统。中国传统逻辑形成于先秦时期，对它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的有名家、墨家和儒家的代表人物。其中，名家提出形名之论，墨

家提出关于名实、辞、说、辨、类推、故、理、类等的理论和论证，并以辨

为主题。儒家对中国逻辑传统的贡献主要在于它的正名理论。“名”

作为一个重要的逻辑范畴，最早是由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来

的：“必也正名乎！”孔子指出了作为概念的“名”是正确思维的基本

条件，奠定了逻辑学为理论服务的传统，最先提出了名实关系问题。

之后，荀子提出了名是人们给予事物约定俗成的名称，并提出共名与

别名的分别。自孔子提出“以名证实”后，先秦各派学者对此广泛讨

论，促进了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论证（辨）等问题的研究。

古代印度的各个宗教和哲学派别都有自己的逻辑理论。主要有

婆罗门的正理逻辑和佛教的因明，各派的逻辑理论既互相批评又互

相促进，二派有都有古、新的演进，新因明派将古正理逻辑的宗、因、

喻、合、结之五支论式改为宗、因、喻的三支论式，并提出了“因三相”

理论。后经唐代僧人翻译而传入中国大行。

西方逻辑传统源于古希腊，最为著名者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

逻辑系统，其演绎推理形式是：由一个共同的概念联系着的２个前提

推出结论的三个判断组成。现代逻辑以数理逻辑为主流，也包括非

经典逻辑、现代归纳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东西方经典逻辑类型纷

呈，但从其概念、推理、判断的逻辑规则的普适要求而言，都可以用其

探索《伤寒论》的逻辑契合性，这大有助于对仲景学术科学价值的理

解。

作者发现，中国逻辑传统的推理形式孕育于《伤寒论》，《伤寒

论》的体系是有序的逻辑结构。作者据《伤寒论》的病名系统，指出

《伤寒论》以“名”表示概念，并在“循名责实”原则下，因“实”而定

“名”。此“实”即是脉象、症状与体征。又进一步归纳了《伤寒论》的

诸病名，包括达名、类名、私名。“病”为“达名”；“阳病”“阴病”为

“类名”；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等为“私

名”，系按阴阳之气量而分者。又依据邪气脏腑病形，依《墨经·经

上》“体分于兼也”的原则，有“体名”“兼名”之分，如“太阳病”“阳明

病”各为“体名”，“太阳与阳明合病”为“兼名”等等。

中国传统逻辑以“辞”为推理的表达，即《墨经·小取》“以辞抒

意”之谓。常用“故”等词语为规则的依据。又以“说”为推理结论。

在《伤寒论》条文中，这种“名———辞———说”的句式俯拾即是。例如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此条中“太阳病”是“名”；“发

热汗出”是依据，是“辞”；“荣弱卫强”是病性推理的判断，是“说”。

墨学逻辑的传承，到战国晚期，学人们把“名———辞———说”演化

为“三物逻辑”。认为论辩必须明“故”“理”“类”三物：“辞以故生，

以理长，以类行。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理、类“三物”，既

是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理推论证的基本形式。例如《伤寒论》

中“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之句。“阳明病”为

“察类”，为“名”，是概念；“发热汗出，此为热越”是“求故”，是依据之

“辞”；“不能发黄也”是“名理”，是判断，是“说”。可见，先秦学者把

“名辞说”的推理，发展为“察类———求故———明理”的推理思路更加

清晰，其理路上近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

研学贵在出新。作者多年浸淫于东西方逻辑之学，探索耕耘，衔

华佩实，胜义灼见殊多，新人耳目者如：概括了《伤寒论》逻辑应用之

特点，系统阐述了“证候”的逻辑性及价值。依据逻辑学原理，在使用

方剂时可以从已知获求新用，超拔了“合方”叠加的合理性。作者以

“证”和“方”的假言推理，首次论证了“以方测证”的方法是不符合科

学逻辑规则的。

读其书而尚其学当知其人。孟子云：“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

作者贾春华教授，学《金匮要略》从周夕林先生游，习《伤寒论》问道

于刘渡舟教授。以此学养，目察玄微，椽笔撰出此书，可堪与他的临

床高格比翼齐飞了，我认为，这是一部《伤寒论》理论创新佳构。读之

大有助增益医者学人理论思维的能力。

（中国中医科学院　孟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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