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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文媒体是中医药海外传播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了解华文媒体关于中医药的报道，对认识中医药在海外
发展的优势和阻碍，以及提出对策和建议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首个立法承认中医的国家澳大利亚，搜集并分析澳洲华

文媒体对中医药的报道情况，为华文媒体在海外传播中医文化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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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１１　中医药在澳洲的发展概况　澳大利亚是一个
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是它最突出的特征。长期以来

中医药就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着，先后经历过不同的

发展时期：１）萌芽期：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澳洲因淘金
热形成移民潮，中医药也伴随着大量华人移民被引

入了。据文献记载［１］，在维州班迪谷的华人区一个

姓林的中医开了个草药店为华工治病。２）萎缩期：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澳洲政府推行了种族歧视的“白澳
政策”，致使得华人数量大大削减，也让中医受到了

严重的排挤和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的中

医始终处于社会底层，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和认同。

３）复苏期：１９７４年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华人移
民又增多了，陆续出现了针灸所、中药铺、中医诊所。

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中澳建交后，两国间的贸易

频繁，也给来自大陆的中医药从业者一个发展的窗

口［２］。４）发展期至今：２０００年５月，维多利亚州议
院通过了《中医注册法案》，这是西方国家中颁布的

第一部中医法，意味着中医和西医同样受到法律的

保护［３］；１０年之后，澳大利亚颁布了中医全国注册
和认证法案；２０１１年７月，澳洲中医药管理局成立，
它为中医制定了注册的标准、准则和指南［４］；２０１２
年７月，中医从业人员包括中医、中药师、针灸师、药
剂师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注册和认证，这个事件标

志了中医和其他医疗行业同等的法律地位，并遵循

全澳大利亚统一的中医注册标准［５］。澳洲中医药管

理局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全澳中医师注册人数为４８９７人，比
较去年增长了０３３％，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５％［６］。

１２　澳洲华文媒体现状　根据澳洲统计局（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ＢＳ）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最新
数据显示，澳总人口突破２５００万［２５５４万人，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９日人口钟统计［７］。而早前３月份公布的
２０１６年最新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移民澳洲的中国
人数已达５０９５５５人，中国移民人口在所有其他国
家中排第３位［８］。澳洲多元文化电视台—ＳＢＳ电视
台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新闻报道普通话已成为了澳洲

·８１４３·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２



除英语以外的第二大语言［９］。华人移民数量的上升

和社会力量的增强，对华文媒体的发展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澳洲总人口中约有一半居住在各州首

府，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等，而大多数华

人也都住在这几个城市。人口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决

定了媒体报业的格局。

据了解，澳洲最早的华文报纸是１８５６年的《唐
人新闻纸》，在墨尔本创刊，此后华文报业慢慢发展

起来。在日报中，有《星岛日报》《澳洲日报》《墨尔

本日报》《澳洲新报》《澳洲新快报》等。其中除了

《墨尔本日报》，其他四家媒体总部都在悉尼［１０］。现

下的社会中互联网媒体越来越发达，网络媒体具备

的的时效性、互动性以及点击量也是报纸不可企及

的。目前，这５个主流日报中有３家拥有各自的网
站，《星岛日报》有星岛日报官网（连续型电子期

刊）；《澳洲新报》有澳洲新报官网（连续型电子期

刊）；《澳洲新快报》有澳洲新快网；其中《澳洲日报》

是１６８８传媒集团下的第一份报业。１６８８澳洲新闻
网创立于１９８６年，是澳洲第一华人门户新闻网站。
２０００年《墨尔本日报》正式上线，澳洲新闻网也同时
上线。

２　研究方法与设计
２１　样本选取范围　从报业发行量的角度看，发行
量最大的四家报业媒体：《星岛日报》《澳洲日报》《澳

洲新报》《澳洲新快报》［１０］。从读者覆盖的统计数据

看，澳洲２５００多万人口，悉尼和墨尔本这２个最大城
市占了全澳洲总体人口的约４０％［９］。所以本文选取

了代表墨尔本的《墨尔本日报》和代表悉尼的《澳洲日

报》以及《星岛日报》《澳洲新报》《澳洲新快报》这５
个报业媒体的网页版为主要材料来源进行研究。之

所以选择网络媒体分析，是因为它具有更广泛的传播

性与参与度，与传统报业媒体相比，它为普通公众提

供了更加便捷丰富的浏览与交流平台。

２２　选取报道时间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中医正式被
纳入医疗体系，中医师有了注册和管理，中药也立了

法。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确保了中医的职业

地位。所以本文选取２０１２年至今（２０１８年８月底）
这７年间的媒体报道。
２３　检索　本文利用谷歌浏览器对每个媒体的网
站分别进行关键词检索，分别键入“中医”“针灸”

“中药”３个关键词。如对《澳洲新快报》官网检索，
分别键入 “中医 ｓｉｔｅ：ｘｋｂｃｏｍａｕ”“中药 ｓｉｔｅ：
ｘｋｂｃｏｍａｕ”“针灸 ｓｉｔｅ：ｘｋｂｃｏｍａｕ”，并对每一项
检索限定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至 ２０１８０８３１之

间。随后，对获得的所有新闻和事件进行逐条审核

和筛选，去除重复条目和广告信息，最终得出所有有

关中医药的报道内容作为本次分析的事件样本。通

过检索和筛选总共得出２７０条相关报道，各大网络
媒体各占数量和比例见表１。
表１　５个网络媒体对中医药相关报道数量及占比统计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

网络媒体
澳洲

日报

墨尔本

日报

星岛

日报

澳洲

新报

澳洲

新快报
总计

数量 １１１ ５２ ３０ ２８ ４９ ２７０
百分比（％） ４１１１ １９２６ １１１１ １０３７ １８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３　结果
本文运用质性分析软件ＮＶｉｖｏ１１，采用自由编码

的方式对文本内容进行统计与分析。与定量研究中

的统计分析不同，质性研究中的计算机分析软件主

要有资料整理和文本编码两大功能，帮助研究者将

原始资料层层梳理提炼为更准确的类型、主题和概

念［１１］。首先，将网上筛选出符合研究范畴的所有文

本导入ＮＶｉｖｏ１１软件，然后逐篇仔细阅读并对相关
内容标注和编码；最后对父子节点进行分析，了解中

医药在澳洲的发展优势，同时也揭示中医中药带来

的负面影响。利用 ＮＶｉｖｏ１１进行处理，分为４个循
序渐进的步骤：第一步词频统计；第二步关键词节点

分析；第三步正负内容节点编码统计；第四步正负内

容父子节点编码及参考点举例分析。

３１　词频统计　字词是一个文本最基本的意义单
元，统计文本用词的频次能够反映某个主题相关方

面的趋势和特点［１２］。ＮＶｉｖｏ１１中内嵌的词频分析功
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地展示出原始资料的主要

关注点。如图１所示，中医、中国、治疗、健康、澳洲
是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医疗、作用、研究、保险等词汇

也拥有较高的词频，可以反映出中医药在澳洲的价

值和地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针灸、冬虫夏草、

功能、医生、问题等词汇可能会隐含比较丰富的信息

量，需要对此进行重视。此外，影响、导致、注册、责

任、疗法、效果、政府、药物、成分等词包围在外环。

从整体可以看出，中医药在澳洲被广泛地研究和关

注着。

３２　关键词节点分析　词频分析出２７０篇文本内
容共包含１２３３３个关键词，出现２００次以上频率的
词如表２所示。另外出现频率较高，值得注意的词
汇有作用、保险、药物、功能、针灸、问题等，具有否定

意义的词汇“没有”排在第１４位，或许可以挖掘到中
医中药的作用与澳洲医疗之间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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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词频统计表

序号 单词 计数（个） 加权百分比（％） 序号 单词 计数（个） 加权百分比（％） 序号 单词 计数（个） 加权百分比（％）

１ 中医 ７５６ ０４４ １０ 保险 ３１７ ０１８ １９ 医生 ２３１ ０１３
２ 中国 ５３１ ０３１ １１ 中药 ２８９ ０１７ ２０ 功能 ２２５ ０１３
３ 治疗 ４６５ ０２７ １２ 人体 ２７７ ０１６ ２１ 中医药 ２２２ ０１３
４ 健康 ４３８ ０２６ １３ 药物 ２６４ ０１５ ２２ 可能 ２２２ ０１３
５ 澳洲 ４３８ ０２６ １４ 没有 ２５９ ０１５ ２３ 针灸 ２１６ ０１３
６ 医疗 ４０７ ０２４ １５ 身体 ２４４ ０１４ ２４ 悉尼 ２１２ ０１２
７ 作用 ３６４ ０２１ １６ 食物 ２３０ ０１４ ２５ 出现 ２０９ ０１２
８ 患者 ３３７ ０２０ １７ 需要 ２３４ ０１４ ２６ 问题 ２０７ ０１２
９ 研究 ３２９ ０１９ １８ 医院 ２３１ ０１３ ２７ 含有 ２０３ ０１２

图１　中医药报道文本内容生成的词语云图

　　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节点预览，比如“医疗”这
个词汇总共出现过４０７次，梳理后发现其中约８０％
都是以“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医疗体系”“医疗

费用”等形式出现。而词汇“保险”共出现３１７次，
同样约９０％都是以“医疗保险”出现在文本中。关
于医疗保险，中医已在澳洲立法，对中医师也有了注

册和管理，但是中医还没有纳入澳洲的国民医保。

除了一些私人的医保是补充医疗保险，它可以报销

中医的治疗费用，但这也是有条件限制和有限度的

报销。对中医最好的状态就是让中医像西医一样，

都被纳入国民医保。但是这需要中医很长时间的努

力，需要所有中医从业者的促进与推动。排在第１４
位的否定意义关键词“没有”一共出现了２５９次，其
中约３０％是以“没有证据”“没有科学”“没有支持”
“没有依据”等形式出现。浏览相关文本发现这部

分内容多是关于中药、针灸的疗效以及中药的实验

研究等方面：药物疗效没有得到临床试验、没有证据

支持的日常护理及保健方法等。另外５０％多是出
现在养身科普的文本中，对一些生活保健的建议与

讨论。

但是这种词频统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只

能统计单个词“问题”的频次，不能统计“药物问题”

或“医生问题”出现的频次，不能体现词与词之间的

关联性，也不能对近义词进行归类合并统计。词频

分析只能粗略地反映整体的趋势，深层问题的探究

还需进一步的编码和分析［１３］。

３３　正负面内容节点编码统计　根据导入文本内
容对其进行节点编码分类，研究者通过个人反复阅

读将报道内容分为非常正面、较为正面、非常负面、

较为负面４个方向。如下图２所示，正面报道占据
了大部分，共计７９２６％；负面报道占据了２０７４％。

图２　中医药报道内容的正负面倾向

３４　正负内容父子节点编码及参考点举例分析　
　　对文本信息进一步编码后，正负报道分别产生
５个子节点。正面报道共计２１４篇，可通过５个方
面来体现：中药疗效、针灸疗效、中医养生科普、政策

会议讲座、中医商业用途。其中，养生科普内容占据

大多数，最能直观体现中医药价值的中药疗效、针灸

疗效在整个正面报道中占了１４４９％，表明了中医
中药发展取得的成果。宣传讲座、养生科普以及商

业合作途径也体现了中医药在澳洲发展的前景和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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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正面报道子节点参考点数量及举例统计

父节点 子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参考点举例

中医 中药疗效 ２５ ２８
发现“三高”新克星黄连素；３种常见中药治疗痴呆、中风；澳洲总理因中药茶减肥１４公斤；
一味中药可杀死９８％癌细胞；同仁堂中药治皮肤病

针灸疗效 ６ １２
猫狗也能扎针灸；美国空军要求强制实行中医针灸治疗；中医针灸减肥；遭恶犬咬伤考拉因

针灸治疗恢复

中医养生科普 １３５ １６０
太极拳汇演；澳掀起中国健身气功“旋风”；薏米治疣；生地黄与熟地黄；黄芪泡水调补；营养

界红宝石—中国枸杞；按体质选温补；胃寒禁忌食物；中医治落枕八法；按摩敲胆经；冬病夏

治；中医关注老年痴呆症；阴虚与寒症

政策会议讲座 ３８ ３８
悉尼中医学院招生；中医药学会成立；中医义诊健康养生讲座；首届中医药文化节悉尼举行；

太极文艺协会办演练会；澳洲中医药注册一周年；广中医代表团访澳

中医商业用途 １０ １０
甘蔗蟾蜍出口制中药；澳洲研究抓野驴赶商机；宁夏枸杞走进悉尼；澳洲迎首只中药股；澳洲

驴皮进中国；澳中英高校合作开展中西医大数据

表４　负面报道子节点参考点数量及举例统计

父节点 子节点 材料来源 参考点 参考点举例

中医 中药毒性成分 ７ １３ 何首乌致肝癌；马兜铃酸致癌；澳研究中药含重金属和濒危动物

针灸疗效 ６ ８ 针灸助孕无用；针灸治腰痛效果不比安慰剂好

医师品德与行医规范 ９ １２
中医师非礼女患者；新州中医被指执业行为不良；蜂针疗法被告法庭；中医师被发

现使用非注册中医的工作人员

重大医疗事件 １４ １９
中药疗程致命男童猝死；萧宏慈拍打疗法致死；悉尼中医致糖尿病患者死亡；中医

师用药不当致死人；中医被控过失杀人

中医地位与市场 ２０ ２５
反科学的中医文化；刮痧引争议；中药业大震荡：９５％以上仿制药；中药先后提价成
奢侈品；带违禁中药入境；冬虫夏草被踢出保健圈

头。见表３。
　　负面报道共计５６篇，也可通过５个方面来体
现：中药毒性成分、针灸疗效、医师品德与行医规范、

重大医疗事件、中医地位与市场。其中最能反映中

医药负面价值的中药毒性成分和针灸疗效占了负面

报道篇幅的２３２１％。反映整个中医体系以及中医
药市场在整个医疗圈所受的争议和地位的文章占负

面报道的３５７１％。见表４。
４　讨论

因为针灸治疗的立竿见影和中药对症治病的特

殊疗效，使得中医面对很多西医无法治好的疑难杂

症时有了很好的机会。人们对于中医中药的接受度

在提高，让中医一步一步地发展着。但是在前进的

过程中也遇到和暴露了诸多问题。下面从中医自身

的方面和华文媒体方面来讨论。

４１　中医自身
４１１　中医药地位　首先因为中医和西医的整个
理论体系和诊断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医治病以

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把人看成一个整体，通过望闻

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来辨证论治。而西方医学则是

以科学实验为依据，借助西医诊疗设备和仪器对疾

病做出诊断。此外，中药和西药的药物成分也不一

样，中药多以多种中药组成的复方为主，有效成分

多，而西药多是单一化合物。中药方剂很难用实验

科学的手段解释清楚到底哪种物质在起作用。这种

中西医学间的差异使得中医药进入澳洲甚至其他欧

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难度［１４］。

４１２　中医药市场　澳大利亚的中药都是进口的，
目前市场的大致格局是从中国内地出口的中药占六

成，从中国香港输出的占两成，中国台湾、新加坡、印

尼等地输出的占两成。关于中医药市场方面出现的

多是关于药品质量或价格问题，如不法商家利用其

他菌种冒充冬虫夏草，又提升价格扰乱市场，受害的

还是患者本身。但此类负面报道出的不法商家占少

数，市场对中国出口的中药普遍反映是价格不贵，但

是质量不稳定。中药质量不过关也是直接影响中医

师诊疗治病的关键。

４１３　中医药疗效　这里的问题多和某些中药中
的毒性成分有关。在国外中药炮制工艺方面存在很

大的欠缺，整个中医药诊疗体系还不能很好地做到

合理配方来减毒增效。西方医学讲求科学的技术和

手段，面对药物的成分和疗效都必须通过科学的检

测手法来判断临床是否能够继续使用，中医师在行

医的过程中也当注意此类用药的问题。

４１４　行医品德规范　个别中医师的品行道德问
题，让中医饱受争议，同时也说明了澳大利亚对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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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和管理还有很多不足。尽管２０１５年７月起
澳洲中医药管理局对不符合正规中医从业者不进行

注册，但无注册的从业者也没有被强制禁止诊疗行

为，所以针对中医临床规范化的问题还有有待进一

步解决［２］。

４１５　医疗事故　这里把出现频次较高的２例事
件拿出进行讨论。据澳洲针灸和中医协会了解，

“拍打疗法致死”事件中的萧宏慈并不是澳洲正式

注册中医师，也不是中国注册中医师，在中医的疗法

当中也并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法

的诊疗过程。另一起事件中的注册中草药医师罗云

森因使用中药代替胰岛素治疗一个２型糖尿病患
者，２周之后该患者逝世，警方怀疑医师用药错误导
致患者死亡。此类事件也多和中医的规范管理和职

业素养有关，一些经过中医系统考试和注册具有行

医资格的中医师由于自身专业素养的限制，也会导

致医疗事件的频发。在澳洲当然也有很多未经过系

统化的正规中医教育和培训的中医从业者，这些人

更是顶着中医的帽子到处宣讲和“非法行医”。医

疗事故的频发对从事中医治疗的医师无论在行医规

范还是专业知识素养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４２　华文媒体　从华文媒体的角度来看，澳洲的华
文媒体虽然不少，但是读者的覆盖面有限，目前接触

中医的大众还是以华人为主，读者更加喜爱的华文

媒体也主要还以港台为主。媒体报道的信息多通过

网络传播，至于广播、电视还处于初步阶段［１５］。同

时由于财力的有限，更加限制了文化传播。另外报

道内容方面关于养生科普内容涉及很广泛，这是特

点和优势，对中医药起到很好的积极宣传作用，但又

同时体现了其他方面的不足。

５　建议和展望
尽管中医药在“走出去”的路上遇到很多困难

和阻碍，但是为了弘扬和传播传统中医药文化，增强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是要积极克服障碍、解决困

难。针对中医规范化的问题，建议澳大利亚中医药

管理局在中医从业者注册的审批上引入国际化的从

业资格考试，更加严格的把握从业资质的要求，促进

中医临床诊疗标准化的进程。中药质量和中医市场

方面建议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注意时刻监管国

内外药品合作单位的质量把控、盛产中草药地区的

来源保障。

华文媒体大都由澳大陆华人创办，它是架起中

澳之间文化沟通的桥梁。虽然华文媒体基本由华人

控制，但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依然会有一些消极负

面的倾向，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一些关乎中国形象

的重大问题上也很难发出正面声音。因此，建议进

一步加强华文媒体与国内的媒体之间的合作，互换

版面，多开设一些专栏，从而深入开展新闻交流与合

作。让中医的诊疗观念和技术“走出去”；让中药

“走出去”的同时，也要实施“请进来”，多邀请海外

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记者、专家、主持人等来中国进

行深入采访，让他们切身接触和了解中医的过去和

现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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