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要從「治未病」入手

「在中國現有38個入選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
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中，中醫藥項目只
有『中醫針灸』1項。在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十大類中，
傳統醫藥類無論是項目數量還是傳
承人數量都是最少的。」張其成
說，保護中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已
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該如何進行保護？張其成認為，中

醫藥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能束之高閣，
也不能放進博物館裡瞻仰，而是要在
使用中傳承，在使用中保護。「我們
要深入發掘中醫藥寶庫中的精華，使
記載在古籍、融入在生活、使用在臨
床的中醫藥理念、方法生動起來，彰
顯時代價值，釋放文化魅力，服務大
眾健康。」張其成說。
以國務院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錄中唯一入選的中藥文化
老字號企業——胡慶餘堂為例，這
個由紅頂商人胡雪巖斥資設立的國
藥館歷經140多年的歷史，靠着「戒
欺」的經營理念和不斷創新的營銷
手段，至今仍薪火相傳。
「戒欺」，是胡雪巖在1878年胡

慶餘堂落成時，親手書寫的堂規。

「凡百貿易均着不得欺字，藥業關
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杭州胡
慶餘堂集團有限公司總裁劉俊脫口
而出背誦道，「這則語重心長的店
訓，至今仍刻在胡慶餘堂的牆壁
上，融入所有胡慶餘堂員工的血液
中。」劉俊說。
2001年，胡慶餘堂率先開設「名

醫館」，成立胡慶餘堂國藥號，提
出名店、名醫、名藥相結合的經營
發展之路。此外，胡慶餘堂還相繼
恢復和創建了中藥博物館、國藥號
（連鎖）、藥膳廳、針灸推拿館、
足療館，以及經過修繕重新開張的
千年古店保和堂和老牌藥舖葉種德
堂等一批象徵國藥文化的古建築。
「胡慶餘堂在眾多老字號的湮沒

中，能夠生存並不斷發展，很大程
度緣於很好解決了今日品牌對歷史
元素的繼承和融合，並不斷融入符
合時代發展的商業元素。」劉俊
說。如今，胡慶餘堂每年實現利潤
均超過100%，贏得了杭州市納稅大
戶的榮譽。
「營銷手段可以創新，古法古方必

須傳承。」劉俊說。據了解，自2006
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後，胡慶餘堂就在每年的11月舉辦中
醫文化節，向老百姓展示炒阿膠
珠、吊蠟丸、手工泛丸、中藥切片
等傳承了數千年的中藥炮製方法和
操作技能。「中藥的手工製作手藝
就是一份財富，即使現代機器再先
進，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我們一
直堅持用老師傅帶新人的手法，把
這份財富一代一代地保護起來，傳
承下去。」劉俊說。

「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致中國中醫科學院60周年賀信，系統闡述事關中醫

藥發展的根本性、長遠性問題，為中醫藥發展指明了方向。「中醫藥是最

能代表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符號，中醫藥文化是增強文化自信、助推中華

文化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

張其成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沒有中醫藥文化的參與，

「到2020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基本形成」的發展目標將是有缺

憾的。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中醫藥出國門文化需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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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絕不僅僅是一門科學，它
是人文的，有文化屬性，是兩種屬
性的交合。」張其成說，中醫不僅
治病，而且其中蘊含的精華可以用
來治國。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時常
用典，不少出自中醫。如「通則不
痛，痛則不通」、「禁微則易，救
末者難」等等，所謂「下醫醫病，
中醫醫人，上醫醫國」，正是憑藉
中醫獨有的文化特性。
2016年8月29日，中國外文局

正式發佈《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
報告》，這次首次覆蓋G20中19個成員國
9,500個樣本的調查顯示，最能代表中國文
化國家形象的符號按順序分別是中醫、武
術、飲食、儒家等。
「中醫排在第一位。這一點出乎國內很

多人的預料，這說明很多人對中醫藥的文
化作用還太不了解。相比較而言，國家各
層面對中醫藥醫療技術的『硬實力』都比
較重視，而對中醫藥文化『軟實力』卻認
識不足、重視不夠。」
「以中醫藥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常常遇到

『水土不服』的情況為例，其原因的根本
就在於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張其成說，
西方人是分析性思維，他們更相信現代科
技手段和實驗室標準化體系的判斷，而中
國人是整體性思維，認為人是一個整體，
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要作
為一個整體來調理。「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非常能接受把十幾味、甚至幾十味
藥混合起來的中成藥，但西方人就會覺得
很不安全。」
因此，要讓西方人相信中醫藥的療效，首

先要讓他們了解中醫藥背後所蘊藏的文化內

涵。「我們可以借助紀錄片、電影的手段，
潛移默化地先把中醫藥文化傳播出去。」例
如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BBC電視台拍攝的紀
錄片《針刺麻醉》，播放時吸引了四百萬的
觀眾收看，直接促使針灸成為第一個走出國
門且備受認可的中國醫術。
在傳播途徑上，張其成認為，中醫藥文
化是中華民族的國家文化符號之一，中醫
藥文化的海外傳播也應納入國家戰略。
「首先，可以在教育部所屬高校成立專門
的中醫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為學科建設、
國內外中醫傳播資源整合、中醫國際人才
培養、中醫傳播話語體系研究、中醫對接
世界先進醫學、國際中醫智庫建設等方
面，提供政策、機構和專項經費的支
持。」
「此外，還可以整合並借助國家漢辦

（孔子學院）、文化和旅遊部（海外文化
中心）、商務部（海外援助基地）、國家
中醫藥管理局（海外中醫中心）等等海外
平台，增加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認同體系
的海外融入性實踐研究基地，提升中醫藥
文化國際傳播認同研究的可靠度和權威
性。」

作為中國首屆「國醫大師」李濟仁、國
家級「非遺」傳承人張舜華的長子，

張其成出生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張一帖」的醫學世家，父母都是中醫臨
床醫師，所以他從小就把《藥性賦》背得
滾瓜爛熟，還時常跟隨父母出診。
在張其成的記憶中，小時候家裡每天都

要做祖傳的「十八羅漢」末藥，做末藥工
序很多，磨、沖、搗、炒等一樣都不能
少，還需要根據春夏秋冬季節的變化加減
藥的各種成分。「現在回味起來，還能想
起那股濃濃的藥香味。」
雖然張其成大學沒有報考中醫，但卻在

學了中文、哲學以後，最終還是回到北京
中醫藥大學，從事國醫與國學的教學與研
究。他參與創建了第一所中醫藥大學國學
院，是國家重點學科中醫文化學的帶頭
人，被評選為「當代四大國學領軍人物」
之一。
自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以來，張其成的提

案都與傳承發展中醫藥文化有關，
包括《關於以中醫藥文化助推健康
中國建設的建議》、《關於將中醫
藥文化納入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建
議》、《關於推進中醫藥文化國際
傳播認同的建議》等等。

傳男不傳女老字號面臨消失
張其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外

公張根桂是「張一帖」的第十三代
傳承人，按照祖上傳下的規矩，醫
術只傳男不傳女，但是，他唯一的
兒子很早就不幸夭折了。既然沒有
傳承人，張根桂痛下決心，決定把
「張一帖」給中斷掉。
可是張其成的母親張舜華不忍心祖祖輩輩

的手藝在自己這一代失傳，於是12歲的她央
求父親學醫。經過其不斷努力，張根桂終於
鬆了口，但有一個硬性條件：學成後，張舜
華生的第一個兒子，必須姓「張」。

「我父親原名李元善，青少年時
期他的長兄不幸因病夭折，因而萌
生了學醫救人的想法。後來，我父
親拜入我外公門下研習中醫，並因
此認識了我母親，兩人相遇相知，
我外公就將女兒嫁給了他。」張其
成笑着說，「按照外公的要求，其
實是我的父親李濟仁『嫁』給我的
母 親 ， 我 是 典 型 的 『 張 冠 李
戴』。」

中醫世家用文化傳承460年
在張其成的心目中，母親張舜華

是一個偉大的女性，她不僅擁有超

高的醫術，而且有超高的醫德。小時候，
張其成家門前常常擺一個缸，「夏天的時
候，父母放些解暑的藥茶，冬天就施粥。
窮人看病，不僅不收診費還送藥。」
2017年，張其成兄妹五個受邀央視《我

有傳家寶》春節特別節目，在節目中，張
其成兄妹五個展示了「張一帖」醫家的傳
家寶。「我拿的寶貝是一個背帶，那個帶
子是母親連着我們五個子女的第二根
『臍』帶。」張其成回憶說：「母親出診
時，就用這個背帶把我們綁在背上背着，
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在這個背帶上長大
的。」
一個擁有460年歷史的醫學世家，之所

以能夠傳承至今，除了擁有精湛的醫術，
也離不開其家族裡世代相傳的家訓。「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自強精進厚德中和。」
這十六個字，從張其成記事起，便牢牢記
在腦海中。「儒家偏於自強不息，道家偏
於厚德載物，這個祖傳的家訓可以說是中
華文化的一個縮影。」

兩代七教授萬變不離其「中」
李濟仁、張舜華夫婦共育有四子一女，

一家七口人全部是教授，在中醫臨床、中
醫國學、中醫博物館、中醫科學等各個領
域弘揚着中醫文化。
「從大專、本科、碩士，到博士、博士
後，我的學習生涯始終未離開一個字——
中。」從中醫，到中文系，到醫古文（中
醫古文），再到中醫哲學，最後到中醫理
論，張其成涉獵了關於中醫的各個方面。
據了解，除長子張其成外，次子李梃遵

父母之命，留在老家定潭村開設「世傳張
一帖診所」；三子李標是中國科學院博
士；幼子李梢現為清華大學教授；長女李
艷則是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主任醫師。
「我小弟李梢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

究中醫，並把中醫帶向世界，《華爾街日
報》還曾經整版介紹過他。」說起弟弟李
梢的成就，張其成的言語裡無不透露着驕
傲與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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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把
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黨的
十九大報告將「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作為國
家發展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內容。
在張其成看來，當前，健康中國建設面臨
着人口老齡化加速、全民醫療保障制度不健
全、健康領域投入不足、環境污染和食品安
全等方面的嚴峻挑戰。

「因此，大家普遍關注的是三醫聯動改革、
大病慢病治療等問題，然而對『治未病』，對
如何提高全民的健康素養、養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建立健康的行為規範，無論是重視程度，
還是經費投入、組織措施都遠遠不夠。」
對此，張其成建議，必須改變原來以三級
中醫醫院為主體、輻射帶動二級中醫院、指
導帶動基層醫療機構的模式，將「治未病」
主體放在基層醫療機構和社區衛生服務中
心，將「治未病」與健康管理有機結合。
以浙江為例，這種「面向基層、服務大

眾、惠及百姓」的中醫藥文化推廣活動已經
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近日，由浙江省健康
產業研究會主辦的浙江十大名醫館評選活動
就得到了人們的積極響應，歷時五個月投票
選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具分量的國醫館。

最終，包括胡慶餘堂國醫館、方回春堂、震
元堂、景岳堂、寧波國醫堂、麗水維康國醫
館、義烏三溪堂國醫館、衢州厚德堂國醫館、
台州瑞人堂國醫館以及杭州孫泰和國醫
館入選榜單，並在活動現場向人們普及
了中醫藥文化知識，開展公益診療。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原常務副局長任德

權在現場表示：「浙江是國家改革開放
後，國醫館興起的一個特別有領軍性、
代表性意義的地方，十大名醫館評選為
浙江人民也為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作出巨
大的貢獻。中醫藥潛力巨大，中醫藥特
色優勢不斷地彰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
貢獻率和顯示度明顯地提升。」
「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

出堅持中西醫並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

業，傳統中醫藥必須崛起。我們要緊握中醫
藥這把金鑰匙，真正實現我們的中國夢。」
浙江省健康產業研究會副會長孔瑛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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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近年來，，隨着國際社會對中醫的關注度不斷提高隨着國際社會對中醫的關注度不斷提高，，
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學習中醫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學習中醫。。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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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俞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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