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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对外传播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医药在当

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的美国的传播具有示范意义。立足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一历

史视角,通过历史文献法和比较研究法梳理分析中医药在美国传播的历史背景、机遇和挑战,发现中

医药当年在美国的传播沿袭着以人际传播为主、大众传播为辅的传播路径,这为新时期中医药在全球

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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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也是潜力巨大
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
资源及重要的生态资源[1]。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
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中医
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海外本地化发展[2]。
中医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
而且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由来已久。至少从

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华人迁徙美国的浪潮,中医药
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为了满足自身的
医疗需求,背井离乡的华人随身携带了来自家乡的
中药材和各种医书,后来又通过开设中医诊所、中药
店或其他形式的中医服务机构逐渐在白人社区开展
了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对当
下中医药国际传播颇具启发。虽然有关学者对中医
药国际传播的现状、困境及策略等已开展了不少研
究,但学术界对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尚未进行深入
探讨。因此,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医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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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传播历史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1 中医药传入美国肇始

中医药在美早期传播主要源于美国殖民者对东
方文化的兴趣和中国移民的医疗实践需求[3]。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中医药,中医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随
着中国移民的增多而逐渐扩大。作为当时华人自我
施治的主要方式,中医药随着华人的到来开始进入
美国。在旧金山、加州和俄勒冈州等地的唐人街,当
时都有华人开设的中医诊所或中药店,主要为当地
华人提供医疗救助,也是华人群体聚集议事的重要
场所。其中,位于俄勒冈州约翰迪(JohnDay)小镇的
“金华昌”更是中医药在美国传播的缩影,其最初是
由伍于念(IngHayWah,当地人通常称为“喜大夫”)
和他志同道合的中国商人朋友梁安(LungOn)于
1891年创立的一家草药公司。凭借“喜大夫”精湛的
医术、高尚的品德和梁先生精明的商业头脑,该公司
在当地闻名遐迩。在他们去世多年后,尘封已久的
金华昌于1980年正式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在

2005年被当地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alLandmark)[4]。博物馆里珍藏的物品生动
呈现了他们在异国他乡传播中医药的历史画卷。

无独有偶,在旧金山“唐人街”,曾经住着一位远
近闻名的中医大夫———黎普泰(LiPutai)。他凭借
精湛的医术、精准的用药和周到的服务,最终成为旧
金山最富有的名流之一。黎普泰凭借精湛医术吸引
了众多非华裔病患,并引发了外国人对中医的兴趣。
像黎先生这样的中医在当时美国社会中往往扮演着
多重角色———商人、教育者和医疗工作者。位于旧
金山黎先生的中药房不仅为社区提供杂货和药品,
还提供医疗服务,并且培养下一代中医,以满足整个
社区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5]。创办中医诊所或
中药店成为当时中医在美传播的最主要途径。

不幸的是,1882年《排华法案》出台之后,华人和
中医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歧视与排斥。然而,由于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临床疗效,中医药最终得
以顽强幸存下来。一些学者认为,中医作为当时的
一个特殊群体,在团结华人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6]。此外,作为商人阶层的一部分,一些熟悉英文
的中医师可以充当劳务中介和兼职翻译,从而能够
帮助移民社区纾解当地人对华人的偏见和压迫。尤
其是在排华法案生效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美
国西医组织对中医的刻意打压,使中医在美各地往
往沦为“非正规(irregular)”或“非科学(unscientific)”
的医学。中医一度无法在当地社会立足,成为一种
“非法”的医疗选择。例如,一些当地医生常通过本

地媒体公开蔑视甚至诋毁在洛杉矶行医的谭富园
(TomFooYuen),质疑谭的资质和医术,指责他在临
床实践中非法使用了蜥蜴、蟾蜍等不洁药物[7]。总
之,这一时期中医药在美的发展传播深受各种因素
的影响。

2 中医药在美传播的影响因素

2.1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传播的有利条件
中医药在美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

文化性。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
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的经验累积和智慧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中医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理论体系折射
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光芒。《古今医统》指出:
“儒识礼仪,医知损益,礼仪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
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 儒与医岂
可分哉?”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医药学提供了传承发展
的土壤,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由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中国人对中
医药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对于在美工作和
生活的华人来说,中医药不仅是维护健康的医疗手
段,也是联系自己与家乡的文化纽带。对于刚刚入
美的华人而言,中医药是自己健康维护和保健养生
的首选。当时,中国人整体上对西医的治疗体系知
之甚少,这导致他们无法对美国本地的医疗服务建
立足够的信任。另外,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面对难以
逾越的语言文化障碍,华人常无法与当地医生进行
有效的医患沟通。最重要的是,华人所受的排斥和
歧视剥夺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使用西医的权利,他们
往往只能最终求助于中医药。

中医药在美生根发芽也与其自身的特点密不可
分。与其他医疗体系相比,中医药有着“简、便、效、
廉”的天然优势,中药资源的可及性和广泛性就是一
个例证。大自然为中医药的发展延续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基础,中医在充分开发利用国内中药资源的同
时,也因地制宜,努力发掘利用所在地的药材资源,
以方便患者和降低医疗成本。1897年,一位名叫李
永福的中国医生在《洛杉矶时报》撰文写道:“我们不
仅要从东方(主要指中国)进口,也要从我们自己的
国家(这里指美国)寻找足够多的有效草药。”[8]

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其疗效,疗效也是中医药
海外传播的关键所在[9]。在美国,虽然种族主义和
其他因素使得中医受到打压,但确切的疗效使其深
受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当地人的欢迎。在19世纪
末和20世纪初,当美国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还相对不
够发达时,中医在治疗一些疾病方面已经表现出特
殊的临床疗效和人道主义理念。无论是“金华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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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中医机构,都因值得称道的疗效而吸引了大
量的外国患者。例如,早期在加州地区最有影响的
中医黎普泰,以治疗疑难杂症而闻名,为此他被认为
是 “唯一一个从繁花王国进入我国的专业人士”[10]。
而被称为“草药之王”的邝寰在旧金山也颇具名气,
治愈了数千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因此赢得了当地
女性的广泛赞誉[3]。自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中医为
来自美国、威尔士、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诸多国
家的居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医疗服务。正是通过为
非华裔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中医才得以作
为一种跨国文化实践在美国站稳脚跟[11]。
2.2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传播的制约因素

与有利条件相比,中医药在美传播遭遇的限制
更加明显。中医药在美传播面临着政策歧视、跨文
化交际障碍、翻译困难等多重挑战。

首先,这一时期的《排华法案》为排斥华人和中
医药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紧张气氛。《排华法案》是美
国1882年签署的一项法案,由1880年的《柏林盖姆
条约》修正而成。该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迁入美国
西部所做出的反应,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
族群的移民法,充斥着对华人赤裸裸的歧视与排斥。
当时,美国媒体将华人塑造为负面形象。全美尤其
是加州的报刊开始极力抹黑华人并把白人失业等社
会问题归咎于华人,中国移民甚至被认为是患有寄
生虫和其他危险传染病的“怪胎”。当地外文媒体常
把攻击中医作为仇视华人的一个抓手,嘲笑中医疗
法是反文明或不科学的[12]。美国学术组织特别是西
医团体更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联合起来排斥、诋
毁中医。美国医学会(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
tion,AMA)与政府合作,大力打击 “非正规”医生(即
无证医生)[13],尤其是在《排华法案》之后,西医大肆
鼓吹中医药是过时的、非正规的、不科学的,这在很
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民众的健康观。由于缺乏法律
认可,旅美中医常被剥夺获得执业许可证的机会[3],
而无证行医就面临着法律诉讼,甚至遭受被遣送回
国的厄运。尽管中医们不断抗议、申诉,但情况并无
明显改观。为了避免遭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大多数
中医从业人员不得不以商人身份伪装自己,以便继
续为他人提供医疗服务,谋取生计。总之,极端的社
会环境使得中医药在当时的美国举步维艰。

其次,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
是中医药当时在美传播的另一个巨大挑战;一方面,
语言差异直接造成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由于当时
迁徙美国的大多数国人都不擅外语,这使得他们无
法准确向美国当地人解释中医的理念及其作用机
制,因此美国的许多中医诊所不得不雇用当地人做

英语翻译,然而当地人往往不懂中医,中医药跨文化
交流的语言障碍难以清除;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障
碍还存在于中西医的医学理念上,中医讲究“气”“阴
阳”“五行”“脉象”和 “君、臣、佐、使”,这些概念更多
是基于临床经验,难以量化,而此时的西医注重解
剖、实验验证、检测结果和数据分析,正朝着现代科
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美国人尤其是西医界看来,
中医注定是“非科学”和“非常规”的。这种观念影响
深远,至今,中医药在美仍被视作一种补充和替代
医学。

中医药英译是中医在美传播的又一桎梏。由于
在美本土传播历史短暂,影响范围有限,此时的中医
英译基础还相当薄弱,很大一部分中医术语如“气”
“阴阳”“五行”等,在当时英语语境中缺乏对应词,这
增大了当地人对于中医的理解和接受难度,从《东方
医学科学》一书的术语使用可见一斑,见表1。根据
李照国教授的《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中国学者
从20世纪初才开始积极参与中医药翻译工作,此时
英语才成为中医翻译的主流。在此之前,针灸学曾
长期作为中医文本翻译的典范,被翻译成其他语
言[14]。换言之,中医早期传入美国时,中医翻译还处
于最初的摸索阶段,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在美
的传播和发展。

表1 《东方医学科学》中医术语翻译举隅

中医术语 书中译文 WHO中医国际术语标准译文

伤津 injuresthesaliva[15] Damagetothinbodyfluid[16]

邪气 poisonousgases[15] Pathogenicqi[16]

金 mineral[15] Excessmetalfailingtosound[16]

木 vegetation[15]
Woodischaracterizedbybending
andstraightening[16]

3 中医药在美传播策略及其影响

3.1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的传播策略

19世纪早中期至20世纪初,由于当时的通信技
术还比较落后,信息传播多以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
为主。

人际传播指在两个人之间或两个人以上进行的
面对面或凭借简单媒介,如电话、书信等非大众传播
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17]。19世纪中期至20世
纪初,科技并不发达,人际传播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的
主要形式之一。美国各地的“唐人街”都有规模不等
的中药店,为华人和非华人提供杂货、药材和医疗保
健服务。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不可避免地会与家
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治疗体验,从而激发其他群体
对中医药的好奇和兴趣。中医药独特疗效带来的口
口相传,是中医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
名医谭富园用他娴熟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美国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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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很多患者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在当时的美
国赢得了显赫的名声和广泛的认可。其个人成就也
同样减少了美国当地人对中医药的偏见,促进了中
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伍于念同样凭借精湛的
医术让金华昌中医馆在华人社区、俄勒冈的白人社
区甚至来自其他州的外国人群体中名声大噪。伍于
念除治疗常规疾病外,还非常擅于治疗败血症、脑膜
炎、流感和妇科疾病等,甚至会通过邮件形式为患者
寄送中药,更有患者为方便服用伍大夫的中药而选
择暂住约翰迪镇直至疗程结束[18]。

另外,出于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考虑,一些中医
聘请了外语翻译或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建立合作关
系。为了商业利益,这些合作伙伴往往自愿承担起
与患者沟通、向美国患者和其他群体推广中医药的
使命。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医
药在当地的公信力,冲淡了非华裔患者对中医药的
偏见和疑虑[5]。

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是由传播组织(如报
社、杂志社、电台等)借助于一个或多个媒体,生产和
传递公共讯息的过程,这些讯息的目标为庞大的、异
质的及分散的受众[17]。虽然中医药最初主要为华人
社区服务,但它很快也为美欧社区所熟悉,其中广告
是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当时,医疗广告几乎完全
不受管制,中国医生可以在广告宣传上做足文章。
为了招徕白人顾客,中药店经常使用英文招牌并雇
用翻译,或刊登广告以宣传中医药的独特疗效。为
了吸引患者,有的中医馆张贴了以“妙手回春,分文
不取(Giveadiagnosiswithoutaskingaquestion.
CostsNothing)”英文脉诊广告[7]。此外,现代西方医
学中妇科医学发展相对较晚,当时美国的医疗环境
无法满足地位日益上升的白人中产女性的就医需
求,这为中医提供了良机。中医界敏锐抓住了美国
白人中产阶层女性这一目标受众,推出了许多旨在
应对女性健康问题的广告,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和
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如富园医局推出的给美国白人
中产女性诊治的广告上写着“中医女性疗法,宽容与
尊重”,取得了良好的商业效果。金华昌中医馆也因
地因时制宜,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审美要求,提高宣传
效果,常使用英文作为广告语言,并辅之以白人美女
的时尚形象来吸引观众的眼球[7]。这些流行元素的
运用使古老的中医药绽放出了时代的青春魅力。

除刊登广告外,中国医生甚至还下大力气撰写
出版英文书籍,通过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医药的基本
理论,探讨目标受众喜欢关注的医学知识,并试图以
他们乐于接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来阐述中医的
科学性。如邝寰(FongWan)在其著《本草知识》一书

中论述了中草药疗法的科学性。面对当地人对中医
药科学性的质疑,富园医局出版了《东方医学科学:
饮食与卫生》,简要阐述了中医的医学原理和治则治
法,如饮食、锻炼和个人卫生等方法,并针对患者的
疾病开出了一些特定的养生秘方。这些专业书籍的
出版和传播,不仅有力回击了对中医的诋毁,也极大
提高了中医药在当地社会的普及和接受程度。
3.2 中医药在当时美国的传播影响

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中医药在美国逐渐建立
起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为其今后的进一步传播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经过长时间使用或接
触中医药,美国当地民众加深了对中医药的认识和
理解,减少了对中医药的歧视与排斥。在接受中医
治疗后,许多当地民众选择信任中医药并对其疗效
赞不绝口。在《东方医学科学:饮食与卫生》一书中,
作者分享了共90多封来自患者的感谢信,其中大部
分是美国本地患者所写。大多数患者在信中表达了
对疾病痊愈的欣喜以及对谭富园等医生的感激,并
盛赞了中医药的疗效,见表2。部分信件凸显了中医
药相较于西医的显著优势,也明确表达了患者想要
更加深入了解中医药和主动推荐中医药的强烈
愿望。

表2 《东方医学科学》患者来信举隅

来信者 受谢者 信件主要内容

W.G.Cogswell T.FooYuen
对医生使用调血法治愈女儿

顽疾———脸上的丘疹表示感

激[15]

GeoB.Dana
T.FooYuen&
TomLeong

对医生使用中医药治愈多年

胃病和虚损表示感激,愿意将

中医药推荐给更多病患[15]

Mrs.
J.H.Simpson

T.FooYuen

对医生使用中药和食疗治愈

了她的疟疾和金属中毒表示

感激,愿意将中医药推荐给更

多病患[15]

Mrs.
BelleHendren

T.Foo
Yuen&Wing
HerbCompany

由其他患者推荐,对医生使用

中药 治 愈 她 的 白 喉 表 示 感

激[15]

Mrs.
A.A.Burcham

T.FooYuen
对医生使用膏药、搽剂和药茶

治愈儿子的脊柱损伤表示感

激[15]

4 中医药在美传播启示

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
期,中医药在美的传播与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
启示。

首先,中医药海外传播应以提高疗效为第一要
务,努力建设高素质的中医临床队伍。中医药想要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医学界站稳脚跟,医家技能与临
床疗效不容忽视。无论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海外医疗
援助,还是在海外建立中医医疗中心等机构,都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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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解决当地患者的疾苦,这始
终是一项金标准。

其次,中医药海外传播应以文化为依托,牢固树
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医药不仅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更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在海外的巨大魅力往往与其
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与价值观息息相
关。在新时代,如何对中医药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高中医药在异质文化中的亲和力、感
召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

第三,中医药海外传播应尽力夯实民意基础,不
断提高其本土化水平。中医药在美的早期传播采用
了当地受众广为接受的方式,旨在想方设法融入当
地社会,以提高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同度和接受
度。1973年,内华达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批准针灸合
法化的州,随着2013年怀俄明州针灸法案的诞生,
美国已通过了48部针灸法,全美50个州的针灸立
法已接近尾声。美国的针灸立法为该国的中医药发
展扫除了体制和机制障碍,对中医药在其他国家的
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最后,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药海外
传播应积极响应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要求,不断探索
生动活泼的传播方式来展现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在
新时代,我们应巧用新媒体,通过短视频、动漫、电影
等直观新颖的传播形式,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核
生动演绎出来,呈现给世界[19]。我们应努力整合传
播平台,深入分析观众的喜恶,从语言表达、核心内
容、价值理念等维度逐层有序地推动中医药文化的
国际传播。

不过由于时间跨度长、掌握史料有限等因素的
制约,本研究未能展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
医药在美发展传播的“全景图”,本研究所列举的中
医药在美传播初期的典型“画面”与“事件”只是起到
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学术界对中医药海外早期
传播史的研究投入更多精力,为当下中医药对外交
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提供更多的历史注脚和经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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