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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

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

经验袁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袁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

库的钥匙遥 冶[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袁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遥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
规划纲要曳提出袁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袁推进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2]遥
仲景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袁已经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袁近年来袁在党和国家的高度

重视下袁其发展与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袁也面临着不

少困境遥
1 仲景文化的内涵

张仲景袁河南南阳人袁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

家袁官至长沙太守袁因撰写旷世巨著叶伤寒杂病论曳尧
确立中医辨证论治法则袁被后人尊称野医圣冶遥张仲景

独有的人文情怀尧医德医风尧医学理论和医疗技艺袁
形成了仲景文化袁极富民族文化特色尧原创知识产权

基础和发展后劲袁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之一[3]遥
1.1 体恤民疾尧悬壶济世的仁爱情怀

张仲景所处的年代袁社会动荡袁瘟疫横行袁民不

聊生袁野家家有僵尸之痛袁室室有号泣之哀冶遥 其家族

200 余人袁10 年间死亡三分之二袁 其中七成死于伤

寒遥 目击心伤之下袁张仲景自小就萌发了学医救民尧
振兴医道的愿望袁以期野上可疗君亲之疾袁下可救贫

贱之厄袁中可保生长全冶[4]遥 并毕生勤耕不辍袁尤其对

伤寒病精钻细研遥至其医术大成袁在老百姓中颇负盛

陶 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袁湖南 长沙 410005

也收稿日期页2023-03-31
也基金项目页湖南省科学技术厅项目渊S2022ZCKPJD0122冤遥
也第一作者页陶 艳袁女袁高级政工师袁研究方向院中医药文化尧科普传播袁E-mail院630046630@qq.com遥

也摘要页 仲景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传播仲景文化是中医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遥但仲景文化的传播存在社会重

视程度不够尧内容体系尚未完善尧传播方式创新不足尧传播队伍人才短缺等问题遥 以长沙为例袁提出政院合作尧深挖细整尧多管齐下尧
媒体融合尧数字赋能尧内训外引等策略性思考袁为仲景文化传播突破现状提供参考遥

也关键词页 仲景文化曰仲景文化园曰仲景品牌曰中医药文化曰媒体融合

也中图分类号页R2-0 也文献标志码页A 也文章编号页doi:10.3969/j.issn.1674原070X.圆园23.08.026

Predica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Zhongjing Culture

TAO Ya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5, China

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Since Zhongjing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to disseminate i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Zhongjing Culture, such as insufficient social attention, an imperfect content system, a lack of innovative methods, and a shortage of
talent. Taking Changsha as an example,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such as government-institute cooperation,
in-depth digging of Zhongjing Culture, multi-pronged approaches, media integr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training talent within the
special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ntroducing talent of other specialties,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Zhongjing Culture
dissemin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predicaments.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Zhongjing Culture; Zhongjing Cultural Park; Zhongjing brand;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media integration

仲景文化的传播困境及对策

湖 南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圆园23 年 8 月第 43 卷第 8 期
Aug. 圆园23 灾燥造. 43 晕燥援 8

本文引用: 陶 艳. 仲景文化的传播困境及对策[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3(8): 1510-1513.

1510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3 年第 43 卷

名袁备受拥戴遥
1.2 不分贵贱尧普救苍生的医德医风

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袁感念百姓疾苦袁遂打破官

场戒律袁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袁大开衙门袁不问

政事袁让有病的百姓进来袁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

上袁仔细为群众治病遥 弃官返乡后袁张仲景继续疗治

民疾袁普救苍生袁并且野勤求古训袁博采众方冶袁这才有

了叶伤寒杂病论曳的问世袁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尧勤
恳踏实的行医治学榜样遥
1.3 勤求古训尧立志名医的专业志向

张仲景自幼好学深思袁博通群书袁潜乐道术遥 同

乡何颙称赞张仲景院野君用思精而韵不高袁后将为良

医遥 冶在民生多难的情况下袁其发奋学医袁立志做一

名为民解困的医者遥 即使被举孝廉尧官居太守之时袁
他在医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也从未止步遥 张仲景博览

医书袁广泛吸收医家们的诊疗经验袁很快便小有名

气袁以至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冶袁超过他的老师袁当时

的人称赞他野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冶遥 后来袁他见朝政

日非袁于是辞官隐居袁潜心著作医书袁至死不辍袁终成

一代名医袁被后世尊称野医圣冶遥
1.4 博采众方尧精究方术的医疗技能

张仲景所著叶伤寒杂病论曳袁融理尧法尧方尧药于一

体袁开创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袁形成完整的中医学思

想体系袁对伤寒的病因病机尧发展转化规律尧证候诊

断尧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5]遥 叶伤寒杂病

论曳被誉为野方书之祖冶袁备受医家推崇袁至今仍是指

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法宝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

间袁广泛用于疾病治疗的有效方剂野清肺排毒汤冶袁即
从该书所载之方剂演化而成遥 除此之外袁世界最早

的灌肠法袁以及心脏按压尧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袁亦
源自张仲景遥
2 仲景文化的传播困境

2021 年 5 月 12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赴南阳医圣

祠视察袁围绕中医经典和仲景文化建设袁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遥 与此相呼应的是袁长期以来袁以南阳为

代表袁各地对仲景文化的传播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

视袁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遥 但是袁张仲景为官行医尧
著书立说之地的长沙袁仲景文化传播存在诸多困境袁
亟待破局遥
2.1 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南阳医圣祠袁名闻遐迩袁已成南阳地标曰紧邻医

圣祠的张仲景博物院袁参观者络绎不绝曰一年一度的

医圣诞辰祭拜大典袁每次都能吸引数万民众曰庞大的

野仲景冶医药产业链袁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遥 南

阳仲景文化传播影响力大袁深究其因袁政府主导尧社
会重视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反观长沙袁仲景文化的传播还处于起步阶段遥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址正是张仲景当年

坐堂之所在袁也是叶长沙府志曳记载的野太守堂冶和野张
公祠冶旧址袁长沙应更有野资格冶和优势大力挖掘仲景

故事尧传播仲景文化遥 然而现实是袁因历史原因早已

不复存在的张公祠袁仅在 2006 年由长沙市人民政府

在此立了一块野张仲景祠旧址冶石碑遥
2.2 内容体系尚未完善

仲景文化内容独特尧内涵丰富袁包含医德文化尧
模式文化尧经方文化尧养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6]遥 目

前袁包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内袁长沙对

仲景文化的挖掘整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袁使原本底

蕴深厚尧体系庞大的仲景文化袁客观上被简化尧弱化袁
呈现野支离破碎冶野一鳞半爪冶之态遥 哪怕是中医药知

识科学普及袁内容也较为单一袁突出为养生类知识袁
且传播受众以中老年居多 [7]袁很少针对受众的年龄

层次尧文化程度尧职业尧生活方式等开展分类尧分段性

的传播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受众对传播内容不感

兴趣尧不认同[8]遥
而且袁新媒体时代袁传播行为的即时性和高效性

特征袁加剧了信息碎片化现象遥 同时袁也存在与张仲

景有关的史料不够充足尧具备权威性的参考资料稀

缺等困难遥以上种种因素带来的综合效应袁使仲景文

化的挖掘尧整理与提炼工作还任重道远袁传播过程中

缺乏完整的内容体系袁使受众对传播内容不感兴趣尧
不认同袁或者概念模糊尧一知半解遥
2.3 传播方式创新不足

文化传播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彰显自身

文化袁使客体接受自身文化的过程[9]遥 在长沙袁仲景

文化传播主要靠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袁多
为专家讲座尧科普文章尧科普小视频尧现场义诊尧网络

答题等常规方式袁缺乏影视尧歌曲尧动漫尧舞台表演等

老百姓更加喜闻乐见的手段袁更缺乏与南阳等地的

联动共建遥 目前袁仲景文化传播的覆盖面有限尧效果

欠佳遥
2.4 传播队伍人才短缺

文化传播效果与传播者专业水平息息相关遥 优

秀的仲景文化传播者袁除了对仲景文化有深入理解袁
还要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尧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等遥
目前袁长沙仲景文化的传播者主要包括中医药专业

人员尧医院宣传部门人员和公众媒体记者遥这三类人

中袁中医药专业人员由于专注于临床尧科研尧教学等

工作袁任务繁重袁时间紧张袁对仲景文化传播的动力

不足袁精力不济袁而且普遍缺乏必要的传播专业技

能曰医院宣传部门人员和公众媒体记者袁大多为非中

医药专业人员袁对博大精深的仲景文化内涵了解不

够全面和精准袁认知流于表面袁容易出现浅表化尧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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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化等弊端遥
3 仲景文化的传播对策

针对仲景文化传播的上述困境袁我们应当尧也完

全可以在借鉴南阳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袁拿出野破局冶
之策遥 仍以长沙为例遥
3.1 政院合作袁凸显医圣地位

首先袁应该由政府出面袁依托张仲景坐堂旧址袁
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所在地袁重建仲景

祠袁并且拟定祭拜仪式流程遥 仲景祠将与南阳医圣

祠遥相呼应袁成为全球中医界人士的两处朝圣之地遥
其次袁采取政院合作方式袁选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袁打造野长沙仲景文化园冶袁建设集临床医

疗尧养生保健尧经典研习尧文化体验尧科普教育尧观光

旅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基地遥
另外袁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为野龙

头冶袁以蔡锷北路为主线袁框定周边合适区域袁打造

野中医药文化一条街冶袁形成全链条产业化发展模式遥
如此一来袁张仲景与长沙的渊源将得以野正名冶袁野医
圣冶应有的待遇将得以恢复袁仲景文化传播的氛围将

日趋浓郁遥
3.2 深挖细整袁充实野仲景宝库冶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为主体袁发动

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袁广泛收集张仲景生平事迹袁深
度发掘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的历史典故袁梳理张仲

景学术传承脉络袁整理经方应用的临床医案噎噎然

后袁分门别类尧条分缕析袁编印成册袁并运用数字化技

术予以保存和形象化呈现遥 这样袁可形成一座仲景

文化野宝库冶袁确保传播内容体系化遥
3.3 多管齐下袁擦亮仲景品牌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塑造良好品牌形象的基本前

提袁而医院品牌形象可从侧面反映医院的公益性[10]遥
文化品牌是品牌的延伸和泛化袁具有特定的象征意

义和文化内涵袁兼具经济价值尧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

价值[11]遥 打造特色鲜明的医院文化品牌可以增加医

院的辨识度袁有利于医院提高竞争力[12]遥
3.3.1 打造仲景文化产品 2021 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尧中央宣传部尧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制定叶中医药

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渊2021要2025 年冤曳袁将创作

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内涵的中医药题材纪录片尧动
漫尧短视频等文艺作品作为重点任务之一[13]遥 摄制纪

录片尧制作动画片尧编撰文化丛书尧创作歌曲尧编排舞

台剧等袁都是很好的方式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推出的卡通形象代言人野仲景嗲嗲冶尧原创歌

曲叶苍生为念曳尧音诗画作品叶古今医圣魂曳等袁均为有

益的尝试遥
3.3.2 举办仲景文化活动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已连续 3 年举办仲景文化节袁主体活动已分

别具备品牌效应袁包括野国粹会师冶文艺汇演渊中医功

法尧中国鼓尧京剧尧国画尧书法等中国风表演冤尧野舌尖

上的中医药冶药膳体验和中药鉴别尧野名医来到家门

口冶大型巡回义诊尧野中医零距离冶科普宣传与网络有

奖答题等遥 多样性尧多元化的主题活动袁让受众置身

于传播本身袁大大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14]袁
扩大品牌影响力遥
3.3.3 厚植仲景学术氛围 定期开展湖湘仲景文化

大讲堂袁聚集对仲景文化感兴趣的人才遥通过讲解仲

景经方临床应用经验袁仲景经典理论解析袁中医古籍

临床解读袁交流中医药各种学术成果袁扩大仲景文化

品牌影响力的同时袁为吸引更多仲景文化爱好者尧研
究者加入仲景文化研究提供契机遥
3.3.4 效仿仲景坐堂义举 张仲景曾经每月初一和

十五坐堂行医袁分文不取遥结合现代人习惯阳历的特

点袁把每个月的 1 日和 15 日定为野仲景日冶遥 每逢仲

景日袁本院所有科室全天免除挂号费遥 这样袁让仲景

日与医圣实现跨越两千年时空的相契袁让受众通过

常年义诊品牌袁对仲景文化产生认同袁从而成为仲景

文化品牌忠实的拥护者遥
3.4 媒体融合袁拓宽传播渠道

新时代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必须与时俱进, 建立

全方位尧立体化的传播矩阵袁助力中医药文化多元化

推广[15]遥 在野互联网+冶和野智慧中医冶背景下袁利用全

媒体传播中医药文化是必要手段袁也是必然趋势[16]遥
全媒体包括报刊尧电视尧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

体尧移动端媒体尧数字电视等新媒体遥 针对不同受众

的需求袁输出更垂直尧更优质的内容袁通过多种媒介

形式袁进行信息的定向传播袁实现全方位尧多层次的

传播遥
在全媒体环境下袁更应该注重受众的需求遥根据

不同平台的受众需求袁利用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优

势袁采取不同的传播形式遥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图片和

文字传播为主袁更适合传播需要深度解读的内容袁如
用图文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仲景经方的运用尧野治
未病冶理念等遥 抖音尧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以短视频传

播为主袁仲景小知识科普尧仲景小故事尧动漫小视频

等都是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遥
其次袁传统媒体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袁是仲景

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之一遥传统媒体具有权威性尧地域

优势尧品牌效应等特点袁社会影响力仍然巨大袁对仲

景文化品牌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遥 传统媒体还能促

进深度阅读遥 近年来袁随着国内养生热兴起袁大量中

医药文化书籍畅销袁精心编撰的仲景文化科普书籍袁
不但能满足受众的需求袁还能促进受众对仲景文化

有深入尧全面的认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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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要针对不同受众的需求袁选择最适合的媒

体形式和渠道袁深度融合袁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袁
使仲景文化传播达到最佳效果遥
3.5 数字赋能袁强化传播力度

2022 年印发的叶野十四五冶中医药发展规划曳指
出袁传承精华尧守正创新袁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

工程袁补短板尧强弱项尧扬优势尧激活力袁推进中医药

和现代科学相结合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尧产业化, 推

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和走向世界袁为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尧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17]遥近年

来袁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尧云计算尧元宇宙尧区
块链等数字技术迅速发展袁为中医药数字化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支撑袁推动数字科技与中医药深度融

合,有利于实现中医药文化创新型传播[18]遥
文化体验能更好地促进受众对文化的认知和认

同袁仲景文化的内涵通过沉浸式体验袁能够得到更充

分的体现遥 将文化与数字沉浸式体验技术融合袁能
推动文化的传承尧创新尧发展[19]遥 通过元宇宙尧数字

人尧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袁数字化再现仲景坐堂场景袁
打造更多高品质的仲景文化数字文化产品袁实现虚

实交互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遥 依托数字科技建立仲景

中医药检索信息库和档案库袁将药材尧药方等进行影

像尧3D建模等处理遥 依托数字科技建立仲景药材数字

化博物馆袁通过全息投影袁人们可以 360毅观察药材

的样貌特征尧药材特性尧生长环境等遥 依托数字科技

建立仲景经方医案数据库袁辅助中医人工智能诊治遥
3.6 内训外引袁组建强力团队

做好仲景文化传播袁需要一支复合型的优秀团

队袁成员应该包括中医药学尧文化学尧传播学尧媒体运

营等专业领域的人才[20]遥仲景文化底蕴深厚袁完全不

懂中医药文化知识的人很难传播好仲景文化遥因此袁
仲景文化传播者需要有一定的中医药文化知识袁对
仲景文化有较全面了解遥 中医师承教育作为中医药人

才培养的一种独特方式袁在传承中医药方面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21]遥为此袁可以采取野内训外引冶的方式来

组建遥 一方面袁从中医界或医院内部袁挑选高素质人

员进行强化培训曰另一方面袁从外部聘请相关领域的

高水平专业人士加入团队遥 这样袁既可确保传播内

容的专业性和真实性袁又可提升活动的品位和作品的

质量袁从而加快仲景文化传播进程袁保障传播效果遥
4 结语

仲景文化博大精深袁值得挖掘尧整理与弘扬遥 现

实存在的社会不够重视尧内容体系不够健全尧传播方

式不够与时俱进等因素袁客观上造成了其传播困境遥
但是袁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袁达成政府主导尧医院发力

的局面袁组建强有力的团队袁深挖细整仲景文化的内

涵袁开发文化产品尧举办相关活动尧浓厚学术氛围尧创
新传播形式袁定能野拨得云开见月明冶袁从而讲好仲景

故事袁传承医圣精神袁传播仲景文化袁推动中医药事

业蓬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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