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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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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岭南中医药文化融合了岭南文化特色和中医药文化底蕴，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并走向世界的特色名片。该文通过对当前岭南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态势进行分析，提出通过现

代化传播方式以扩大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可及性、采用科技化传播路径以增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适用性、通过多样化输出模

式以提高岭南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性、加快法制化输出过程以保障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推广性等对外传播策略，以期进一步提

高岭南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以及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上促进岭南中医药在国内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科研创

新，从而促进岭南中医药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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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y for Overseas Spread of Ling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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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ng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culture，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ngnan culture
and the heritage of TCM culture，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CM culture，and will become a distinctive name car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CM culture and overseas spre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verseas spread of Lingnan TCM culture，and proposed
the strategies to broaden the accessibility of Lingnan TCM culture through modernized dissemination methods，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Lingnan TCM culture by adopting modern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improve the
spread of Lingnan TCM culture through diversified output modes，and speed up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to ensu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ngnan TCM culture. The aim is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overseas spread of
Lingnan TCM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of Lingnan TCM in China at a higher level and with higher qua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inheriting an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TCM.
Keywords：Ling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Ling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overseas spread；inheriting and development

《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

展规划（2021-2025年）》中提出，到2035年，中医

药将融入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主流医学体

系，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显

著提升 [1]。在积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当

下，中医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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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将为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提供平台和创造条件，为中医药发展带

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岭南中医药文化为中医药文化的一部分，是

一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交流名片，已成为展示

地区形象的理想载体。因此，从岭南中医药文化

切入，以点带面分析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

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探讨岭南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以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作

为“国际名片”和“健康使者”的特殊价值，实

现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供给与文化交流，发挥“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民心相通的作用。

1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态势

1. 1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内部优势

1. 1. 1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能依托广泛的群众

基础 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导致岭南地区湿热及

“瘴疠病毒”频发的特点，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岭

南医学和防疫文化 [2-3]。岭南中医药在近年来的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的 “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作用，展示了岭南中医药文化

自身特有的价值。此外，由于长年应用中医药对

抗炎热、潮湿带来的不适与疾病，中医药特色文

化已深刻融入到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岭南民众善

于利用当地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进行养生保健，以

“简、易、便、廉”著称的凉茶和各种功效的药膳

饮食等药食文化传统已成为当地世代传承的民俗

习惯。当地民众“信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的

氛围较浓厚，中医药产业发展也居于全国前列。

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群众基础好，广大民众能积极

主动地进行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1. 1. 2 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积累了丰富的对外

经验 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而岭南医

学的萌芽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4]。从秦汉到明

清时期，岭南医学从萌芽到民间传播，再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展开海外交流，岭南中医药文化以此

为依托，在开放兼容中蓬勃壮大。此外，因自然

资源、医药资源、人群体质和生活习俗等因素有

诸多相似之处，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中医药深受岭

南中医药地域文化的影响[5]。中医治病提倡“天人

合一，因地制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中，许多国家与岭南地区地理位置上存在纬度共

性，因此在气候、饮食、风俗、患病等方面与岭

南地区有共通之处，这使得岭南中医药文化在对

外传播和交流中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

1. 1. 3 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可借力开放的枢纽

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了较多的创新科技资源

和主体，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6]。广东作为岭南地区的中医药大省和强

省，具有丰富的岭南中医药资源和深厚的岭南文

化底蕴；香港和澳门作为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

口，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丰富的市场化发展经

验[7]；以“产学研”一体化为支撑的大学城、广州

知识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平台，为

岭南中医药文化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和科研创

新力量。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带一路”的

重要支点和战略枢纽，可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

口，大湾区自身具有的区位、产业和发展优势，

能够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高质量发

展的平台。

1. 2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内部劣势

岭南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在对外传播中形成阻碍的内部劣势，与

中医药文化总体上的劣势是一致的。

1. 2. 1 中医药术语多晦涩难懂，且直译过程中易

致文化内涵缺失，成为限制传播推广不利因素

中医药的理论知识大多采用古汉语记载，这成为

其对外传播与推广的不利因素。中医术语与理论

的翻译存在以下问题：目前，中医术语翻译成受

传播国家的语言尚缺乏完整的翻译体系，译本繁

多而未统一。比如在众多《伤寒论》英译本中，

中国人罗希文所翻译的是首部英译的《伤寒论》

全译本，但英国人魏迺杰的《伤寒论》英译本针

对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能使其更容易深入理解阅

读。另一方面，部分翻译人员仅对中医药术语进

行直译，导致术语中所蕴含的中医药传统特征和

独特文化韵味的缺失[8]。如《伤寒论》中大量具有

典型文化特征的中医术语，往往为依托于中国传

统文化而产生的文化负载词（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

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词

汇），文字凝练，内容深奥，在西方语言中缺乏对

应的词汇[9]。这些晦涩难懂的中医术语，若缺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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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较难理解透彻。在翻译

中如果仅停留在词汇层面，采用直译或者简单的

翻译难以凸显中医药术语中蕴含的中医药文化

精髓与内涵，对于进一步的交流与传播形成文化

障碍。

1. 2. 2 中医诊疗重“望闻问切”，强调“个性

化”，其“主观判断与非标准化”易受现代科学

思维质疑 现代西医为循证医学，其临床证据和

路径的背后是一系列完善的标准体系，而虚化

的、非定量的中医药理论容易导致部分民众对中

医药产生不信任感[10-11]。中医主张精准医疗，认为

独特个体的预防与治疗都需具有针对性，因此中

医诊疗模式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了“望闻问切”的

方式。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方式收集相关

信息后做出诊断，在整体观、辨证论治思想的指

导下，针对个人体质开具特色鲜明的中药方，针

对同种疾病的药方配伍、用量、给药方式等可能

因患者的不同而有异，这与现代医学根据实验室

定量的检测结果、医学影像诊断结果等一系列佐

证材料进行对症治疗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中

国人和西方人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治疗疾病的概

念，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种不同的医疗诊断和

治疗系统[12]，因此中医药文化的科学性受到一定程

度的质疑，限制了其对外传播的影响程度。

1. 2. 3 中医药文化倡崇古守正，创新突破难，传

统传播方式影响了覆盖范围与受众规模 岭南中

医药文化目前的传播形式较单一，仍是通过古典

医学书籍流传、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医学家的

“世代”传承等方式，加之传播内容较空洞，传播

载体多为语言文学和少量影视作品，缺乏创新而

缺少吸引力，不利于其有效传播[13]。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不断发展，近年的医院公众号、某些社交媒

体平台引流等方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拓展了传

播渠道。但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中医药的传

播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不到位，两微一端（微博、

微信及新闻客户端）的利用率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14]。亟待有创新内容物和流量的加持，以更好地

实现“大范围、多层面、宽角度”的中医药文化

输出。因此，借助互联网手段和技术进行中医药

对外传播的各种创新途径尚需加强探索。

1. 3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外部机遇

1. 3. 1 “一带一路”战略决策为岭南中医药的对

外传播保驾护航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

路”政策的持续推进，多项战略决策的发布和实

行助力中医药对外传播。“一带一路”背景下，中

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有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国

家发布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从多个方面提出关于中医药高质量特色发

展的具体化路径；《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指出，要传承和创新推广中医药

文化，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教育、生产、生

活；《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
2025年）》提出，要加快形成岭南中医药高地建设

新格局，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海外发展联

盟，支持中医药院校、临床基地和中药企业联合

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中医药产业

园。国家提出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中的一系

列关于中医药文化传播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对外交

流的政策路径，为以岭南中医药作为切入口的中

医药文化传播走上国际交流的快车道提供了政策

保障，也为传播落地奠定了顶层设计的良好基础。

1. 3. 2 新时代背景及新健康需求和观念为中医药

的对外传播筑桥铺路 当前，党中央把中医药发

展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中医药文化

传播交流已提升到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彰显文化魅力的高度。同时，中医药近3年来

在防控新冠病毒感染战场上的卓越表现，也使中

医药对外展示的底气十足。

已有研究证实，中医药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病

理演变具有系统的理论认识，中草药的组合配方

具有积极的临床疗效和治疗潜力[15-16]。新冠疫情防

控中，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率较高，

清肺排毒汤、岭南“邓老清冠饮”、连花清瘟颗粒

等中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防疫作用，展现了岭南

中医药独特的魅力，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助

力。中医药以其确切的疗效和低廉的价格，在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较慢、卫生条件落后的

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西医治疗的不足[17]。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消费升级，“天然”“植

物”等健康生活理念越来越被世界范围广泛认

可[18]。群众对于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预防疾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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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断增强，追求通过中医针灸、推拿等传统方

式以达到养生目的，中医药市场需求也因此而增

长。此外，随着医学方式的转变，以预防理念为

主的中医药也更能符合并充实新健康观的内涵，

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创造了更好的理论

基础。

1. 3. 3 中医药产业创新及技术突破可促进中医药

的对外传播 国家和一些大型中医药企业积极寻

求创新突破，在技术、许可、生产、服务等方面

都进行了改革。大量药企利用先进技术和精密仪

器改进生产技术[19]，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为

中医药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推出

海外市场做足了“硬件准备”。此外，云计算和大

数据挖掘被应用于深度分析顾客的中医药健康需

求，通过定制服务等方式，促进了中医药企业顺

利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医药全行业、全链条的创

新突破，能够更好地加强中医药产业核心竞争

力，提高中医药质量，有助于获得海外中医药的

技术认可，为中医药文化的高质量传播奠定基础。

1. 4 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外部挑战

1. 4. 1 平台环境、综合人才的短板，降低了对外

传播的内能 由于岭南地区中医药文化产业在信

息共享、资源共用、差异化竞争、互补性发展的

平台机制建设上还存在着不足，影响了岭南中医

药文化产业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效率，也难以形

成集聚优势并实现集群发展。目前岭南地区最大

的政策利好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但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部，中医药文化产业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

发展梯队，存在同质化比较严重等问题[20]。在“产

学研”一体化基础上，融合文化科技的新业态尚

未形成要素完整、转接流畅的产业链条，富含岭

南元素的、足具地域代表性的中医药文化品牌和

地标产品也相对有限。区内各地中医药产业在研

发、生产、销售等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重复，难以

形成对外强大的吸引合力。结合互联网科技的线

上线下融合传播渠道尚未建立，导致岭南中医药

产业较为碎片化，难以发挥出融合各区特色的产

业发展优势，岭南中医药文化尚缺乏以高质量、

高效能、具象化的产品为载体进行对外输出。此

外，熟悉岭南中医药文化及其地域特色、贸易优

势的综合型人才较为缺乏，限制了产业的对外扩

张，缺乏科技创新与人才驱动同频共振。

1. 4. 2 文化壁垒、贸易壁垒的限制，减缓了对外

传播的速度 因文化背景差异，每一种文化在跨

国别、跨民族的交流中，都会存在一种“文化折

扣”现象[21]。岭南中医药文化作为具代表性的中医

药文化，在对外传播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即使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公众

对中药的兴趣仍相对较低 [22]。大部分西方国家认

为，中医只是西医的替代治疗手段，甚至不少西

方学者将中医视为伪科学，一系列文化认同方面

的壁垒阻碍了中医药文化对外发展。此外，海外

中医药仍然存在的认可度低、药品注册难、药品

创新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医药国际市场份额小，中

医药贸易缺乏配套的法律和一致的资质标准加以

监管，产生中医药监管的“灰色地带”，难以形成

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对外贸易，制约了以外贸

中医药产品为载体的文化输出。

1. 4. 3 处理负面报道经验的不足，损害了对外

传播的声誉 西方民众本来对中医药认识有限，

加之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医药的所谓“不科学”，

甚至将此作为抑制中医发展的工具。海外资本势

力在互联网平台的不断渗透，滋长了大量虚实难

辨的谣言，混淆海内外群众的视听，“伪中医”现

象更将真正的中医药文化推向了负面传播。在面

对各种虚假报道、负面报道时，传媒处理经验欠

缺，甚至直接回避关于中医药的“谣言”，导致对

外传播过程中的沟通不足。中医药长期遭受外界

的某些质疑与排斥，处于存废两难的尴尬处境[23]，

中医药文化整体声誉因此受到的损害，不可避

免地也影响了岭南中医药文化进一步向海外推广

传播。

2 促进岭南中医药特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岭南中医药文化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天然的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

建设实现“五通”目标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借力

港澳对外贸易窗口，打通国内百姓群众和海外华

人华侨的中医文化的情感连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中医药海外发展的语言障碍，从而为内容创新

提供平台。随着预防为主的“新健康观”的深入

人心，以及中医药在防控新冠病毒感染实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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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表现，中医药得到了许多国外官方和群众的

认可，借此契机融合岭南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粤

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结合各项国家顶层设计政

策，可逐步打破各种价值观差异所产生的认同壁

垒、贸易壁垒，形成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文化

输出。

2. 1 通过现代化传播方式以扩大岭南中医药文化

的可及性 传统的岭南中医药文化传播实践易受

惯性思维影响，较少从内容和形式寻求突破，最

终限制了文化交流传播的实际效果。因此，今后

需运用现代化的思维和方法，使岭南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做到与时俱进，让更多地区、更多人

群，通过更多途径、更多方式接触、接近、接受

岭南中医药，增强文明交流，促进文化认同，以

更好地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

建设目标。政府与行业进行顶层设计，社会民间

广泛参与。

促进岭南中医药文化传播内容的具体措施如

下：组织国内外岭南中医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顶尖翻译人才，合作编撰蕴含中医精华、通俗

易懂的岭南中医药译本；组织漫画家、插画师、

视觉传达设计领域的人才，设计推出色彩丰富、

生动有趣的图文绘本、漫画书，在世界范围内推

广发行，以其普适性和趣味性来扩大受众；再

者，按照“（文化+创意+产品）×本土化率”的思

路，提取岭南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关键元素、核

心要素，与国外当地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融

合，创新转化为富有生活气息、受众喜闻乐见、

适宜本地风土人情的文创产品，让岭南中医药成

为“能带走的文化”来进行对外传播。在改善岭

南中医药文化传播形式方面，要与时俱进以新媒

体的传播方式和形态来丰富中医药的传播形式[24]，

结合海外版短视频平台，嵌入岭南中医药系列通

俗易懂的短视频，如中医药养生系列、岭南道地

药材认知系列等，提升岭南中医药文化展示的短

视频内容占比，打造个性化的岭南中医药“网

站”；亦可将岭南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海内外版的

网游、手游，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岭南中医药

文化嵌入到各年龄层群体的生活中，增加认同感。

2. 2 采用科技化传播路径以增强岭南中医药文化

的适用性 推动岭南中医药与新技术深度融合，

增加中医药服务的科技含量，让中医药文化传播

走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以融合大数据技术为例，首先，采用数据挖

掘技术对岭南中医药名家有效预防和治愈疾病的

案例进行系统收集、计算分析、编排标记，以建

立岭南地区经典方证电子案例库，增强岭南中医

药的“定量”科学性和信服力。其次，借力“一

带一路”背景下“设施联通”打造的信息高速公

路，利用互联网“方便快捷、高效经济、开放交

互”等特点，通过国内外医疗研发机构的强强合

作，在电子案例库中链接岭南名中医与海外名医

的诊疗互助窗口（内置在线翻译程序，确保实时对

话交流），形成国内外“远程医疗联合体”。“远程

医疗联合体”的构建可将岭南中医药诊疗保健特

色优势依托云端桥梁，投放到国外医疗服务市

场，从而利用中医药思维方法解决海外疑难杂

症；亦可将岭南中医药优势病种、典型方案、有

效手段，甚至是人才技术资源等，通过互联网向

全世界介绍并推广，让他国普通百姓从中获益，

进一步凸显中医药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能丰富电

子版案例库的内容。最终让中医药“辨证施治”

“三因制宜”优势在更加广阔的时空维度得以发

挥，以服务求发展，以贡献获支持。

2. 3 通过多样化输出模式以提高岭南中医药文化

的传播性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文化产业类

型层出不穷。将旅游、养老、运动健康等产业融

入岭南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可通过多种全新业态

多维度展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在“一带一

路”国家政府间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的建设背景下，形成立足湾区、辐射海外的中

医药产业群。

具体措施如下：在“旅游+”岭南中医药文化

建设方面，充分应用岭南中医药资源，打造岭南

特色“四大南药”旅游、种植、饮食一体化的生

态园区，同时培植稀缺道地中药材，打造具有岭

南特色的“产教研学”联盟地区旅游品牌；在

“养老+”岭南中医药文化建设方面，积极适应当

前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在养老机构中推行针灸、

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助力老年人养生防病，并

做好相关的传媒报道；在“运动健康+”岭南中医

药文化建设方面，将气功、太极拳等运动健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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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全民健康服务产业，举办国际赛事，开发标

准化的国家性的可视化教学平台、“运动健康+”
APP。将岭南中医药药物资源、运动健康资源等元

素结合新兴文化产业元素，同时融合粤港澳大湾

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易窗口等优势，将有

助于形成多种产业模式与中医药文化融合的对

外输出。

2. 4 加快法制化输出过程以保障岭南中医药文化

的推广性 通过政府部门引领、国际组织协调、

供需双轨衔接，建立健全国际合作平台和多边合

作机制，持续完善中医药法律法规体系，保障中

医药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岭南中医药文化

对外传播。

具体措施如下：一方面，要加快我国中医药

法配套法规与中医药地方法、专门法的协同与完

善，促进岭南中药材进出口贸易需要与国内外的

产业贸易法律法规相适应。在岭南中医药贸易执

法方面，要加强对外贸易的保障、监管与指引，

消除国内外的认知差异，统一公认的中药标准，

同时保护好岭南中医药产业资源的知识产权，打

破壁垒限制，积极为岭南中医药乃至全国中药材

的国际化推广、种植、研发、生产、出口销售提

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医

药法律规章对岭南中医药的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的监管，既要防止国内外商业间谍对岭南中医药

资源相关机密的窃取，避免对外泄露，也要规范

数字岭南中医药自身的传播内容和形式，杜绝出

现违法犯罪现象，形成健康的发展业态。

3 结语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

才能走向世界。岭南中医药的守正创新，既需要

学术层面的传承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层面的传播

推广。岭南中医药文化融合了岭南文化特色和中

医药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向外输出

的优势品牌之一。在当前新时代大背景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机遇加持下，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

程度和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岭南中医药可顺势而

为、扬长克短，以文化传播和对外交流为驱动

力，从而推进岭南中医药学术传承与创新发展。

文中提出的通过现代化传播方式以扩大岭南中医

药文化的可及性、采用科技化传播路径以增强岭

南中医药文化的适用性、通过多样化输出模式以

提高岭南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性、加快法制化输出

过程以保障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推广性等策略，有

望进一步提高岭南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

也期望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上促进岭南中医药

在国内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从而

促进岭南中医药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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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切勿一稿多投。来稿超过6个月未与作者联系，可另投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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