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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重要载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思辨哲理与内涵特质，展现了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厚德载物、生命至上的精神情怀，始终秉承着和合致中、道法自然的发展理念。在创新与传承中医药文化时，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医药文化的价值体现，明确了文化自信的来源；而后立足文化自信理念，探讨了中医

药文化守正以及创新发展的可行举措，以此为中医药学探寻高质量发展道路。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nd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it has formed a uniqu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showcasing 

the spiritual senti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of carrying things with great virtue and putting life first,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harmony, harmony, and the law of nature. When innovating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value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clarifies the sour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feasible measur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explore 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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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全程介入并深度参与了新冠肺炎疫情抗击、防控

工作，并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展现了中医药力量与中国

智慧，使全国人民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具有的独特魅力与强

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医药是开启中华文明宝库

的重要钥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体系中的瑰宝，凝聚着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哲学智慧、实践经验与健康理念。在传承、

发展与创新中医药文化的道路上，应始终保持坚定的文化自

信。现以文化自信理念为研究基础，探讨中医药文化守正与

创新的相关内容。

2 中医药文化的价值体现
2.1 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中医药学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在一代代的传承下，

坚持创新开放与兼容并蓄，发展至今，已经构建了生命科学

与人文相融合的、整体化、系统化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药

学的所有理论成果均以防病治病的实践活动为来源，全面涵

盖药、法、方、理，其理论可为现代医疗实践提供指导 [1]。

其在不断地经受着实践应用检验的过程中还在实现着理论

模型、论证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并且凭借着丰厚

的文化意蕴与浩瀚的典籍在中华文明宝库之中居于关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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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本草纲目》等中医药著作在当前的中医学领域中仍旧为后

人重视与传颂。中医学中的太极拳、针灸已经被纳入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本草纲目》《黄帝内经》进入了世界

记忆名录。中医药领域中的各种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民族特

色，是以往先贤们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承载着历史发展脉络，

可被看作“活化石”与中医药标志物。

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以往的中医药领域的医学家遵循着既病防变、未病先防

以及治病求本的基本防治原则，借助中药以及中医治疗方法

来实现治病救人，其在捍卫人类身体健康、挽救生命等方面

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传统医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关

键性载体，其不仅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中发挥出一定的作

用，同时也推动了文明互鉴进程。随着中医药朝着现代化的

方向持续发展，其在数种疾病的治疗、预防以及康复中均显

现出了独特优势，并被国内外民众所接受与认可 [2]。

中医药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医疗应用价值，其在国家建设

的其他领域中也越来越重要。从政治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医

文化理念与思维在当前的理政治国政策中有所体现，如可持

续发展道路与美丽中国建设政策中有效运用了中医学的分

类施策、追根溯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中医整体观等

观点；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与改革工作中，则需要遵循辨证论

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行血化瘀，另一方面还应做到固本

培元；在建设干部队伍与实施管理中，则应按照对症下药、

祛邪扶正的工作方法，切实治理与消除腐败等弊病。从经济

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医药可促进民众脱贫致富与国家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部分地区可利用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建

设中药材种植基地，以此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从文化建设的

角度来看，中医药文化应坚持“走出去”的开放化发展政策，

与其他文化体系进行互鉴与交流。中医药理论知识以及文化

理念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传统医药科技的国际化合作持续

推进，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也呈现出增强趋势。当前，中医

药文化常常借助非物质化或者物质化的文化形态、符号进入

到现代人的生活场景中，在表达、呈现的过程中得到发扬与

传承。

3 基于文化自信理念下的中医药文化守正与
创新发展对策
3.1 研读经典，推动活态传承

守正表明中医药应当始终坚守正道，以遵循事物的发展

规律与本质要求为前提开展各项工作。中医药学思维所呈现

出的规律就是中医药潜在发展规律的核心要素，其同时也是

中医药长久发展以来的重要命脉与精华所在，凝结在卷帙浩

繁的中医学古籍著作之中，同时也在各个中医大家开展的临

床医疗实践活动中流传，并浓缩于疗效经过大量患者认可的

经方验方之中。为实现中医药文化传承中的守正发展目标，

应加大对经典的关注力度，以经典典籍、经方为基石，完成

对中医药学科理论与文化观念的活态传承 [3]。在此过程中，

必须对中医药学的科学精神进行强化，并注重基本技能、基

本知识与基本理论的有效训练，坚持归于朴实、回归本源的

自然科学之路。在调整治病救人的方法、角度与思路时，应

当注重挖掘并发扬中医药的特色与学科优势。在活态传承方

面，则需要归纳、分析名老中医药专家提供的临证经验与学

术思想，并对其进行传承，同时还应熟悉、研究、学习并掌

握老药工所具备的技艺与技术。

3.2 革新观念，强化文化自信
以文化自信视角为切入点，中医药人首先应树立医道自

信心，以此攻克自身在文化素养方面的短板。一方面应积极

提升中华文化素养，正确理解、精准把握“医哲交融”等中

医药理论观点 [4]；另一方面还应保持良好的医德修养，尊重

并重视患者，以仁术、仁心来改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形成

和谐融洽的医患氛围。其次，应树立医理自信心，以此摆脱

长期存在的基本理论修养水平较低的现状。在对中医药相关

的经典著作进行潜心研读的过程中，需实现广博学习，极力

探求古训根源，集思广益，博采众方，以此从典籍之中提取

珍贵的前人医药经验。在此基础上，还应思究经旨，触类旁

通，强化临床医疗思辨意识，借助中医药思维来应对各种临

床现象，减少对西医、化验的过度依赖。最后，需树立医术

自信心，消除现有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缺失的情况。这就要

求中医药人必须针对辨证论治、望闻问切等各项中医诊断治

疗技术展开钻研与学习，对传统陈旧的诊疗方法进行优化与

更新，通过可靠切实的治疗效果来赢得患者的认可，进而不

断传承中医药养生文化 [5]。

3.3 辐射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基于守正与创新的发展目标，应当确保地区间的优质中

医药资源得以均衡布局，并结合资源分布情况推进扩容工

作，依靠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医医院，加快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国家 / 区域中医医学中心的建设速度，

尽快打造功能布局合理，有着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且中医

临床能力突出的中医药学传承与创新中心 [6]。构建中医、西

医相结合的现代医疗模式，打造多种学科联合应用的诊疗体

系，在医联体之中、医院之间、科室之间组织中西医合作活

动，落实中西医协同旗舰型医疗卫生机构、科室与医院的建

设工作。

3.4 科创赋能，注入发展动力
依托现代前沿科学技术力量，将先进科技与中医药学科

的原创经验、原创思维加以融合，从中取得重大原创性研究

成果。为强化中医药对于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支持力度，应引

导医疗企业、医疗机构、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进行强强联

合，构建中医药方面的产品设计研发、商业化应用与成果转

化的一体化示范平台，在构建完成的产业链条的基础上，保

障产学研用之间的无缝衔接与深度融合 [7]。研究方向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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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多发病与常见病等的中医防治方面，从而不断扩大

中医药具有的治未病的发展优势，同时也为应对老龄化人口

飞速增长等社会性问题提供必要支持。针对重大疾病，研究

重点则应置于康复方面。针对国家当前的重大、迫切需求，

应当在中医药治疗效果评价、创制现代中药、中药资源开发

与中医理论研究等关键性领域中启动重大中医药科创、科技

项目。

3.5 人才培育，增强核心实力
中医药人才是发展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的

重要主体。为了给中医药文化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应

当为中医药人才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培养体系，可综合运

用包括专题培训、继续教育、毕业后教育、师承教育以及院

校教育在内的多元化培养形式，以此满足各类中医药人才的

差异化发展需求，尤其应充分利用该领域的学术团体等综合

化平台。针对院校教育，可在现有的专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上

开展创新工作，以此适应与满足当下中医药向整个生命周期

健康卫生服务链中接入等新需求。针对师承教育，考虑到越

来越多的名老中医学者面临退休的情况，身份转变成“社会

人员”，因此可尝试借助学会平台来吸引、集聚、鼓励与支

持基层中医药专家以及名老中医学者参与到师承教育活动

中，以此为中医药领域中培养与输入更多骨干人才 [8]。

3.6 注重保护，完善相关机制
为应对中医当前面临的“去中国化”发展困境，掌握国

际话语权，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应通过有效的机制与行动

来实现对中医药文化的有力保护。首先，应制定与完善中医

药学科国际化标准。中医院是中国拥有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

的珍贵学科，因此必须掌控其相关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权。

针对标准制定现状，应当在数量、质量以及推广应用等方面

寻求突破，有步骤、有规划地健全中医药领域现行的产品技

术标准、医疗实践指南以及教育规范 [9]。其次，应落实对中

医药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尽管医学无国界限

制，但是技术与产品都需要有明确的归属。由于早期中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不完善，不少中药秘方、验方流失海外，

国外企业针对“保济丸”等中药产品进行抢先申请与注册专

利。而大量效果确切的中医治疗技术并未及时申请获得专利

保护，导致无法限制国外企业的使用，削弱了中医药在国际

医药领域中的竞争力。因此，应当结合中医药的典型特征，

建立与实施有效的专利申请、审查机制，确保珍贵的中医药

技术、经典处方均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针对流失于民

间或者还未对外公开的技术、验方进行搜集、整理与保护 [10]。

最后，把控国际化的中医药科学计划。面对中医药学科这一

中国宝贵的优势学科、原创学科，中国除了需要争取医疗产

业领域中的话语权，还应重视中医药学术领域中的国际话语

权归属。应当针对中医药实践中发现的基本科学问题以及国

际科学前沿发展成果等内容，增加国际性、跨学科的大型科

研项目数量。

4 结语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科的灵魂与根基，同时也是推动

中医药学守正与创新的主要动力与源泉。树立并不断增强中

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是保障人民健

康，构建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措施。在探寻中

医药文化的创新与守正道路时，应切实推进活态传承，夯实

物质基础，强化人才保障，实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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