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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博物馆助推中医药文化传播路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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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药博物馆是以中医药为特色的专业型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具有承担中医药文物、藏品、见证

物的收集、保护、研究和宣教功能，同时也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针对中医药博物馆学术价值挖掘

不足和文化传播影响力不高的现状，提出中医药博物馆具有三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即文物器具的学术价值、

丰富现代博物馆学的价值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从传播空间、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三个层面探讨优

化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路径的方法，以期提升中医药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传播效能，助力中医药学术研究

及中医药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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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博物馆作为中医药文物器具保护的基地

和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窗口，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创新、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

中医药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医药文化的

传播力越来越强，党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中医药博

物馆的建设和发展。2019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中提出：“推进中医药博物馆事业发展，实施

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1］。其后，国务院《“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2］和《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

工程实施方案》［3］中均提出发展中医药博物馆事

业，促进中医药博物馆体系建设，深入挖掘和传承

中医药精华。可见，中医药博物馆建设和发展已成

为我国现阶段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本

文通过分析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进而探讨优化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路径的方法，

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效能。

1　中医药博物馆建设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据调研，截至 2021年 10月，我国已建成并投

入运营的中医药博物馆共 116家［4］。根据 2023年 3
月 1 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发布的

《2021 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5］显示，中医药博物

馆有 80 家（包含少数民族医学博物馆，不包含不

以中医药作为主要特色的药物博物馆），其中国家

一级博物馆 1家、国家二级博物馆 4家、国家三级

博物馆3家，国有中医药博物馆38家、非国有博物

馆 42 家。从数量上来说，中医药博物馆仅占全国

博物馆数量的1. 3%，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占0. 49%、

二级博物馆占 0. 89%、三级博物馆占 0. 53%，无论

是总数上还是定级的数量上都较少，这与中医药博

物馆的价值显然不成正比。中医药博物馆除了展品

收藏、保护、展示和研究的基本功能外，还承载传

播中医药文化、促进生命健康的职能，是弘扬中医

药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健康中国”“文化自信”

的重要窗口。然而，目前中医药博物馆仍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主要承担中医药文物、藏品、见证物

的收集、保护和宣教功能，其中教育宣传功能正在

逐步提升，如2022年4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

博物馆、辽宁省中医药博物馆、吉林省中医药博物

馆等多家中医药博物馆入选 2021—2025 年度第一

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6］。总体而言，中医药博物馆

的学术价值尚未系统挖掘，文化传播影响力尚不

高。2021 年度全国三级及以上中医药博物馆名录

及备案信息［5］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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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药博物馆的学术价值

2. 1　文物器具的学术价值

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器具不仅是历史的

见证者，其背后更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可为中医药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第

一，古代药物器具、药材标本等本身是中医药发展

历程的实物证据，记录了中医药的发展轨迹、医学

理论演变以及药物应用方式的变迁。通过对这些文

物的研究和解读，可以深入了解古代医学的实践与

思想，可以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展示中医药的历史发

展。第二，馆藏品中还包含大量的医书、医方、医

学图像等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记录了中医药理论、

诊疗方法、药物配方、医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历

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例如，北京民俗博物馆收藏

的传统中医药文物反映了民间的药王信仰，其依然

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7］。通过对中医药

文物的研究，可以还原古代医学的学术体系和临床

实践，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文化形态，可为

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2. 2　丰富现代博物馆学的价值

中医药博物馆是现代博物馆学的研究内容之

一，但受学界关注程度不够，相关成果不足。例如

在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多涉及现当

代博物馆学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但这一方面往

往被忽略。现代博物馆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包括展览设计、文物保护、观众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中医药博物馆中，如何将文物展示得既有吸引力

又能体现学术价值，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观

众体验，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文物保护和管理，都

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

研究，可以不断完善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模

式，提升其在文化传承和科学普及方面的作用。此

外，中医药博物馆的实例也可以为解决现代博物馆

学面临的问题，如为观众流失［8］问题提供思路。

因大部分博物馆都是以文物展示作为核心内容，而

中医药博物馆可以融入大量的体验内容，如本草的

识别、艾条的制作、香囊药材的配制、体质的辨

识、导引的学习等，提升大众对生命健康的认识，

增强观众的吸引力和黏性。所以说，中医药博物馆

研究可以丰富和促进现代博物馆学的发展。

2. 3　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医药博物馆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考古学和历史学为中

医药文物的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揭示

了中医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轨迹。其次，医史

学、文献学、中医学、中药学、图像学为中医药文

物的解读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助于帮助理解古代中

医学的发展以及医学理论、临床实践。例如，对本

草人参进行图像学考察发现，明清时期的人参图像

出现了拟人化倾向，与当时“以形补形”的治疗学

观念相吻合［9］。最后，利用博物馆学、社会学、传

播学研究中医药博物馆的建设、社会影响、文化传

播，有助于发掘中医药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助力中

医药文化的传播。通过跨学科研究，可以全面理解

中医药文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促进中医药文

化的传承、发展与传播。

3　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路径

从中医药博物馆承载的功能来看，除应加强自

身藏品学术价值的研究外，还应注重对其中医药文

化传播路径的探索，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医药文化。

以下主要从传播空间、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三个层

面入手，探讨优化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路径的方

法，以提升中医药博物馆文化传播效能。

表1　2021年度全国三级及以上中医药博物馆名录及备案信息

Table 1　List and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third-grade and higher museu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202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省份

青海省

浙江省

广东省

陕西省

河北省

吉林省

湖北省

博物馆名称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博物馆

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药王山博物馆（孙思邈纪念馆）

安国市中药文化博物馆

抚松人参博物馆

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

质量

等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博物馆性质

其他行业国有博物馆

其他行业国有博物馆

非国有博物馆

其他行业国有博物馆

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

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

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

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

免费

开放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年参观量

/人次

21. 69万

2. 30万

21. 02万

0. 48万

63. 70万

0. 39万

1. 10万

63. 62万

全部藏品

/件（套）

60150
8964
2919
8456

383
139

5415
334

馆藏珍贵

文物/件（套）

2003
0

40
0

184
0

38
8

陈列

展览/个
14

1
1
4
8
1
2
2

开展社教

活动/次
31
13
31

164
90

5
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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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传播空间

中医药博物馆既是收藏、研究、展示中医药文

物、藏品的空间，也是中医药文化传播、教育和创

意生产的空间。在注重藏品中医药专业性和稀缺性

的同时，也要考虑博物馆中医药文化“空间的生

产”，根据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

空间不只是物理空间［10］，所以构造中医药文化空

间要注重观众的中医药文化体验与感受。中医药博

物馆建筑物来源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古建筑物

的基础上进行修建，如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

药王山博物馆；二是选址新建，如青海藏医药文化

博物馆、安国市中药文化博物馆、蕲春县李时珍纪

念馆；三是在既有现代建筑物中进行改建，如北京

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东璧堂中医药博物

馆。从整体上说，古建修建和选址新建的效果远高

于既有改建，8所全国三级及以上中医药博物馆也

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中医药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

在建筑美学设计上应以体现中医药传统文化审美风

格为主，如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即在李时珍墓基

础上，新建仿明建筑、仿古园林等，突出中医药传

统文化特色，符合大众对于李时珍的理解和认知。

除却博物馆建筑来源的选择，在展品陈列设计方

面，中医药特色环境、生态美学的打造也可以被纳

入考虑，因为中医药博物馆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为

药用本草，因此在博物馆空间设计中可以融入“本

草”栽培活态景观，打造中医药博物馆的本草生态

美，如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本草印象

馆”和“百草园”。

此外，中医药文化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中医

药的生命观包括人体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

位一体的健康，这种生命观需要通过中医药博物馆

传播给大众。因此中医药博物馆的空间应当注重

“中医药特色健康之美”的气氛营造。“中医药特色

健康之美”可以看作是波默所说的“情感色

调”［11］，即从中医药博物馆建筑设计，到环境、到

生态美学的制造，藏品的艺术呈现，科学技术的赋

能，所创造的具有中医药特色“健康之美”的中医

药博物馆空间。观众在中医药博物馆空间能够沉浸

式体验到中医药所创造的生命、健康之美的情感色

调，从而提升空间的中医药特色审美氛围营造，更

好地实现中医药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和价值。

3. 2　传播内容

中医药理论基础的构建与传统哲学、艺术同根

同源，中医药文物也兼具中医药文化的功能性与艺

术性。中医药文化不只是抽象的概念，也需要以物

的方式被传载，重新出现在大众的生活里。在现代

科技的辅助下，诞生了较多传播方式，如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VR）、混合现实 （MR）、扩展

现实（XR）等，博物馆需要借助这些方式，传播

好内容，讲好中医药文化故事，以达到良好的传播

效果和目的。因此，中医药博物馆应当努力挖掘中

医药文物珍品、藏品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从传播内

容的角度提升中医药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一般来

说，馆藏珍品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与参观人数呈正相

关，如 2021年 6月 29日至 12月 12日成都博物馆举

办年度压轴大展“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

文物特展”共吸引全国各地观众参观近 128 万人

次［12］。说明人们对于珍品文物的关注是广泛而富

有兴趣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传播内容可围绕珍品

的数字化展览、文创产品的设计而展开。数字化展

览可为无法现场观看展品的观众提供一窥文物的机

会，使观众不用到现场也可一瞻其文化之美与精神

意蕴；文创产品则可成为文物文化的实物寄托，成

为中医健康理念的生活载体。未来，在关注中医药

特色文创产品功能的基础上，中医药博物馆应加强

产品艺术性的提升，让中医药文化与艺术设计碰撞

出创意的火花，开发具有影响力的中医药博物馆文

化符号，围绕中医药文化特色，做好中医药文创体

系，讲好中医药文化故事。

在数字内容方面，中医药数字藏品也可纳为中

医药博物馆的传播内容。中医药数字藏品指的是利

用数字技术对中医药文化、古籍、药材等进行数字

化处理的收藏品。如 2022 年 2 月 25 日，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的《本

草纲目》数字藏品发行［13］。又如近年来，国家中

医药博物馆和中国文化传媒新文创藏品平台合作，

推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品牌专区和“岐黄中国”精

选专题，现已在该专区发行了 105款数字藏品，吸

引年轻人关注中医药文化［14］。开发数字内容，加

强中医药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从而提升中医药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虽然目前中医药文化+数字技

术的博物馆应用场景尚处于初级阶段，体验感还在

各种摸索中，但未来，这将是中医药博物馆内涵和

核心价值提升的重要路径和必由之路。此外，中医

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项目可以作为中医

药博物馆的重要叙述对象。中医药博物馆有足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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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可以成为中医药非遗项目、

非遗传承人的展示平台，从而提升中医药非遗的传

播力，推动中医药非遗对大众的影响力。因此，中

医药博物馆可以作为中医药非遗项目的重要载体和

活化器，以收藏、研究、展示、传播中医药非遗的

方式，让大众积极参与，获得沉浸式体验，在中医

药非遗的保护、传承、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 3　传播媒介

2011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负责制作的北京中

医药数字博物馆（英文版）获得了 2011 世界信息

峰会大奖 （world summit award，WSA），开启了中

医药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当时的数字博物馆主要以

网页建设为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馆也不

只是在文物藏品的保护、网页的运营方面利用科技

手段，也开始转向提升用户的参观体验。“云”游

博物馆、“云”直播博物馆、线上 3D看展等都是数

字技术在博物馆的运用。众多中医药博物馆也利用

VR技术，让参观者在手机端就可以观看展览，如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开通“数字展馆”，

全方位展现全馆的内外，并配有语音、文字介绍，

足不出户就可以参观展厅、了解展品。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利用 VR 和 AR 技术，为博物馆

的 24 件文物与标本建立模型，实现观众与医史文

物、中药标本的互动。问卷调查结果显示，AR与

VR在全方位观察文物与标本的细节、获取更多背

景知识、增强观众与展品的互动等方面具有帮助，

但在观赏性、准确性、功能性方面有待加强［15］。

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在官网开设“云展”专栏，利用

VR 技术展示“华踪医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

医药文化展”，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中医药文

化展览搬上了云端；而“道地本草数字展厅”利用

交互的方式，即通过点击页面元素进行“寻宝”式

游戏，找到各地的道地药材，并对药物进行深入的

图片展示和知识介绍，达到科学普及的意义。在沉

浸式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复原古代医药场

景成为可能，如唐代太医署场景复现、宋代校正医

书局场景复原等，将更能提升中医药博物馆的文物

知识输出能力和服务能力。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中医药博物馆的文化传播

正日益受到关注。在既往，中医药博物馆文化的传

播媒介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展览、讲座、书籍、手

册、展览目录等方式。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

化媒介在传播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意

味着中医药博物馆应当与时俱进，既应当重视不同

传统传播渠道的整合和互动（融媒体），也应当重

视数字化媒介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如数字化技术

和新型平台的应用。融媒体和全媒体虽然在概念上

相似，但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应用方式。中

医药博物馆传播既需要强调不同传播渠道和平台之

间的整合与互动，将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如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有机融合，形成传播矩阵，

也需要注重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和跨平台传播，即将

传播范围扩展到所有可能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包括

传统媒体、新媒体、移动媒体等，以实现信息在不

同平台之间的无缝传递，使信息能够随时随地、全

方位地被用户获取。借助两者的相辅相成，中医药

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展示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吸

引更广泛的受众，同时也能够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随着国人中医药文化素养的提升，中医药博物

馆的建设会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项

中医药发展规划文件中，都能看到关于中医药博物

馆发展的相关表述，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也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16］。从中医药的学科属性来

看，中医药博物馆是以中医药为特色的专业型博物

馆，但因中医药所覆盖的内容太过丰富，所以中医

药博物馆又属于涉及人文艺术、现代科学、生态自

然的综合型博物馆。健康是中医药关注的核心内

容，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其他博

物馆不同，中医药博物馆在研究、收藏、保护、阐

释、展览中医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领域

内容之外，会更加关注公众所需的中医药健康知识

和健康观点等内容。目前中医药博物馆学术价值挖

掘与文化传播能力均显不足，急需学界以及社会各

界的重视。因此本文指出了中医药博物馆三个方面

的学术价值，并提出三个维度的传播路径加强，以

期提升中医药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传播效能，更好

地为公众提供中医药健康教育、中医药健康体验、

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文化欣赏、中医药生命观

思考、知识共享等精彩内容，让中医药博物馆助力

中医药学术研究、中医药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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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Dissemination by the Museu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AHNG Qicheng1， ZHANG Jinyu2， ZOU Yuxuan1， XIONG Yiliang1， ZHAO Hongyu3

1.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2.  School of Art， Peking University；
3.  China Travel Tuyi Tourism Co. ， Ltd
ABSTACT The museu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re professional museums characterized by TCM.  
The TCM museum has the functions of collecting， protecting， researching， and promoting TCM cultural relics， collec⁃
tions， and witness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of the academic value of TCM museums and low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CM museums have three levels of academic value， which are the academic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ollections， the academic value of enriching modern museology， and the academic valu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lor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bility of TCM museums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dissemination space， dissemination content， and dissemination media，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ul⁃
tural conno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of TCM museums， and support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CM 
and culture dissemination of TCM.
Keywords museum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ademic valu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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