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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历史贡献

欧阳雪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祖先认识生命，增进健康，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智慧结晶。中医药学与中

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近代以来，中医备受冷落，几度面临被政府“废止”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根本

上改变了这种格局，对中医药学充满文化自信与行动自觉，从保障了广大军民的健康出发，保护传承中医药。新

中国成立后，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明确“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

闲视之”，将中医药纳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之中，推动祖国医药遗产保护传承，守正创新，为人民健康服务，

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为中国和世界医学发展、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使中医文化焕发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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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inheriting,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TCM

OUYANG Xueme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practice summary and wisdom crystallization for Chinese ancestors 
to understand life, improve health, and fi ght against diseases, and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since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much neglected and faced 
the fate of being “abolished” by governments for several times. It was only after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this situation was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e party fully adhered to the belief of cultural self-confi 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when dealing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 endeavored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uring the health of the military personnel and civilian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emphasized that “Chinese medicine is a great treasure house and should be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improved”, stressing that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C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should be attached 
suffi  cient attention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tegrates TC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promote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heritage. Besides, Chinese government exercises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both observing the traditions and striving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for people’s health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nd human health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has made the TCM culture revive with an unprecedented charm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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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祖先认识生命，增进健康，

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智慧结晶。它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中医药防病治病的基础理论、临床实践、

方剂药物和技术方法，历千年护佑着中华民族，一直

在中国医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中医药文化融入百姓的

饮食起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药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药作为成熟

的传统医药体系，不仅影响周边国家，还通过移民漂

洋过海走向世界。随着传教士携西方医学的传入，一

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学汇通、融合。中医药学与中

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

列强对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侵略，中华民族逐步沦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医备受冷落，中国知识界

追求西化的精英们不遗余力地贬低中医，即使文化界

的进步人士中也有人视中医无用，中医几度面临被政

府“废止”的命运。在中华民族因落后而挨打时，瞧

不起中医凸显了中国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中国共产党

诞生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格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面对敌强我弱、根据地始终处在“敌军围困

万千重”之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好根据地

军民的生病问题、战斗负伤问题，重视中医，红军医

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发挥中医药在流行性疾病防

治中的作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抗

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中西医合作”格局，保障了广

大军民的健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医充

满文化自信与行动自觉，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

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明确“这是

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将中医药纳入现代医

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之中，推动祖国医药遗产保护传承，

守正创新，为人民健康服务，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为

中国和世界医学发展、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使

中医文化焕发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方面。

1 坚持人民生命至上、健康至上，振兴发展中医药事

业

  2019 年，习近平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

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

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2] 中医是中华民族

世代相传的医学，对防治疾病、防疫抗疫，保障中华

民族种族的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

也是一部防疫和抗疫史。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

末发生过 321 次大型瘟疫。在瘟疫流行时，中医药一

次又一次地拯救民族于危难。正是从保护人民生命健

康出发，毛泽东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

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3]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沈同回忆：“毛主席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医药学家，也

有深刻的印象。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到唐朝的孙思

邈、明朝的李时珍等伟大的医药学家和他们深山采药、

遍尝百草、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他都了如指掌，经

常谈论他们的巨大功绩。”[4] 为解决旧中国疾病丛生、

疫疠流行、缺医少药等问题，毛泽东纠正歧视中医药

的错误倾向，打破中医是“封建医”的成见，强调“中

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5]

新中国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既明确了卫生工作的主体，也

明确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总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始终。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要求“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

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6]199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卫

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卫生事业是造福于人

民的事业。卫生工作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7]2003 年春，非典型

肺炎疫情暴发后，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指出：“我们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要把防

治非典工作作为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8]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作为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以

统筹推进。习近平关于中医药的重要指示就有 30 余

次 [9]。2016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

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坚持古为今用，努

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这个方针的根本

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健康

服务，这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必须一以贯之坚持的

基本要求。”[10]2020 年春节前夕，武汉暴发新冠肺炎

疫情，党中央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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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指出：“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

价。”[11] 习近平在领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为

人民加油鼓劲，他说：“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够一

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12]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13] 中国共

产党把“预防为主”作为卫生防疫工作的方针，体现

了中医传统，行之有效。中医之“防”，就是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医道医术上的表现。中

医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黄帝内经》

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预

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动乱已成再去治，“譬犹

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黄帝内经·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医医道传统是“治未病”

重于“治已病”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局部地区执政还是在全国执政，

在医疗卫生事业上一直重视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

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4]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

执政党后，很快在卫生医疗工作上确立了“预防为主”

的方针。毛泽东特别重视传承“防”的精神，1954 年

4 月 21 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

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特别加上“预

防疾病”[15]。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

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

事迟”。2020 年大疫降临，习近平指出：“我国历史

上有很多防治瘟疫的医疗著作和方法。《汉书·平帝纪》

记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提出了‘隔离’是防疫的重要举措。明代中期我国就

出现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16] 他强调：“要

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

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17] 科

技最发达的美国疫情却迟迟得不到控制，中国这个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能在防疫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果，

得益于领导人重视预防的战略并得以全面成功贯彻。

  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中医药也与中医药扎根基

层、价廉物美的优势有关。著名中医蒲辅周给许多党

和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叶剑英元帅称赞：“蒲老用药

独特，怎么开两三毛钱的中药就给治好了！”叶剑英

讲过这样一个例子：苏鸿熙教授在给一位二尖瓣狭窄

病人进行手术后，病人出现肺炎，高烧数日不退，用

了当时最先进的抗生素，也不见效，最后高烧昏迷，

这让我国第一位留美回国的心外科专家束手无策。后

来请来了老中医叶心清。叶心清开了汤药给病人服用，

同时配合针灸，三服药下去，病人烧退，肺部炎症也

得到了控制 [18]。2015 年 2 月 15 日，习近平在考察西

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中医馆时也说：

“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

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19] 新

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发展中医药事业，有效地解

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我国卫生状况在整体

上有一个大的改观。中医药极大地降低了医疗成本，

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

益”的“中国模式”，在较短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健

康水平和身体素质就有了根本性的提高：1949 年到

1976年，全国人口由 54 167万人增长到 93 717万人 [20]，

死亡率从 20‰下降到 7.25‰，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75 年的 68.8 岁 [21]。中国人口再生

产类型较快实现了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

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这远远超过同期发展中

国家的水平。

  2021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南阳调

研时指出：“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

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

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

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22]

2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创造中国新医学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他认为中

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可以

取长补短。中医“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强

调人的整体性”，吸收西医好的东西，经过中西医的

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23]。毛

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延安时期，

他号召中西医团结。新中国成立后将中西医结合列为

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1954 年 7 月，他指出，发展

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

了世界”[24]。中医和西医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

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是科学，将来

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

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25]。1956 年，他强调“要

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

展中国的新医学。”[26]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首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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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及中西医结

合方法等研究中医药、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是

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及中医药

走向世界，还是在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使其

成为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个新学科，以及改变现代

医学界对中医药认识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毛泽东

批示肯定了培养西学中医学人才的做法，并寄以厚望：

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

理论家。”[27]

  周恩来多次提出要中西医结合，“使中西医融会

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实现毛

主席的伟大理想”[28]。他还对赤脚医生代表说：“要

中西医结合。请你们学点中医，你们赤脚医生要成为

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因为中医是我们的祖先发

展起来的，中医的针灸、草药到处都能用。”[29]

  毛泽东关于运用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发掘中医药

学伟大宝库、创造中国新医学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

医学界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领导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明

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

2015 年，这位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并造就

出卓有成就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就是一个证明。

  江泽民、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都坚持了这一方针。

1996 年 12 月，江泽民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党和政府历来既重视现代医药又重视我国

传统医药。”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强

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

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

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

中西医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促

进中西医结合。”[3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中西医并

重，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2015 年 12 月 18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的贺信中指

出：“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

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

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

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

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31] 他强调：

“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

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

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

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

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32]

要“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

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

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

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

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

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33]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的生动实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全程深

度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创新形成中西医结合“四有”

模式，临床筛选出“三药三方”，是在古典医籍的经

方基础上化裁而来的，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和

病亡率，提高了治愈率，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防控工作告捷后，6 月 2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专家学

者座谈会，指出，“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

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好现

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

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

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

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要加强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

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

疫病防治队伍。要深入研究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

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34]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世人重新

认识到中医药的重要价值，也突显了中医药在我国公

共卫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同年 9 月 22 日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

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建立符合

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35]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

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

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再次强调：“要做好中医药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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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

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

发扬光大。要科学总结和评估中西药在治疗新冠肺炎

方面的效果，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

中的疗效。”[36]

3 坚定文化自信，守正创新中医文化遗产

  中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包括天人合一、

顺应四时、形神兼顾、阴阳平衡等理念，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重视中医，固然重

视其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的实用价值，更是坚持

民族文化立场与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视野尊重这份文化

遗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承继祖先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理念进一步光大。1954年6月5日，

他同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发展中医的问题，

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

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

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

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

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西医要向中医学习。

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

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

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

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

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37]

  稍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医问题“是关

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

一部分工作。”“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

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

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

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

心理在作怪。”[38] 周恩来指出：“中医确实治好了一

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39]

新时期，邓小平对外国客人说：“中国传统医学是个

宝库。”[40] 他在为鲁之俊《新编针灸学》一书题词时

写道：“把我们国家许许多多的科学遗产，加以批判

地接收和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41] 江泽民

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42]

新时代，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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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43]，“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4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45]，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6 年 2 月，国

务院第 12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医药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2016—2030 年）》；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医药

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统筹做好中

医药工作，建立了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2017 年颁布实施

中医药法。2019 年 10 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共中央对中医

药的认识高度、推进力度、实践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医药在防治疫情中的出色表现，让人们加深了对中

医药重要作用的认识，提高了信心，增强了底气，坚

定了发展中医药的文化自信和行动自觉。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重视实践、重视疗效

的医者精神，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燮理调平的

中和观、养生防病的治未病观等哲学智慧，凝聚着精

诚仁和、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精髓。中国共产党人除

了强调中医文化本身的医疗价值，还将中医文化转化

为治国理政的智慧。毛泽东认为，医之上者，不仅能

治病救人，而且能以医理论国事，治病与治国、治人，

融会贯通。他在强调决策前要重视系统的调查研究，

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方法搞对头时，引用了中医方

法来说明。他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

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46] 习近平对此的

应用更广泛。他阐释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时，提出要

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

追根溯源，分类施策，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47]；为建

设小康社会，有必要基于辨证论治原则解决改革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既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固本培元、

壮筋续骨 [48]；干部队伍建设要以扶正祛邪之法提升精

气神，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对症下药 [49]，以

防肝风内动、血虚生风 [50]。习近平除了大量引用蕴含

中医思维与理念的术语生动阐明治国理政之道，还着

力推动中医药为健康产业发展和百姓脱贫致富作出积

极贡献。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就鼓励淳安

县下姜村打造中药材黄栀子种植基地，为村民谋福

利 [51]。2019 年 4 月，习近平高度评价了重庆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通过种植中药材脱贫致富的做法 [52]。党和国

家把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传承发展

中医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渐入佳境。

  中医针灸、太极拳相继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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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和《本

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医药文化遗产是极具

民族特色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凝聚着祖辈先贤的

智慧，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脉络，蕴藏着中医药文化的

重要基因密码，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医药标志物与“活

化石”。

4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珍品，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古以

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靓丽名片。朝鲜、日本、东南

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医药发展都深受中医药的影响。早

在秦汉时期，中医药进入朝鲜半岛，与当地医学结合，

形成东医（韩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医药是中

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

沿途都留下了中外医学交流的印迹。我国诸多医药文

献如《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等相继在海外翻

刻传世；大唐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

授医药知识。中医药在日本影响深远，明治维新前称

为皇汉医学。北宋时，中医和针灸传入俄罗斯。约在

元代，中医药传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同时，我国从

海外进口许多香料药物，丰富了中药品种，拓展了中

医治法。明代中外交流频仍，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随

行医官、医士和药士多达 180 人，带有大量中药材，

船队每到一地，都设帐施诊、送药，教当地人接生。

郑和也从国外带回珍奇动植物，将其养殖和种植在南

京狮子山静海寺，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曾实

地考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流传海外，被达尔文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清时代，我国为预防天花独创的人痘接种技术传遍

世界，后英国人琴纳发展为牛痘接种技术，19 世纪又

传入中国。

  熟谙医史的毛泽东在 1953 年 12 月说：“我们中

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53]

他对此有过多次阐述。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徐涛回忆，

毛泽东曾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

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

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

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

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54] 中医文化溶

化在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

  习近平大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他指出：“传

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

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

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

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55] 他对中医

药充满自豪。2017 年 7 月 24 日，他致第十九届国际

植物学大会的贺信中如数家珍：“中国 2500 多年前编

成的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 130 多种植物，中医药

学为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植桑养蚕而发展起

来的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

纽带。”[56]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在广东珠海横

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考察时指出：“中

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

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

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57] 他提倡借鉴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的医药发展成就，不仅要“走出去”，更要“拿

进来”，在开放中发展，在合作中共赢，“为促进人

类健康、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作出更大贡献”[58]。习近

平关于中医药文化交流互鉴的深刻论述，不仅有助于

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而且可以

促使多元医药文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更有助于建

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世界格局。2020 年 5 月，习

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呼

吁：“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59]“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概念是习近平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补充和升华，是我国促

进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其思想理念成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珍品。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推动中

医药走出去，中医药以针灸为先导走向世界。来华学

习中医的，最早学习的通常是针灸疗法。1951 年，苏

联医师团 17 人赴中国学习针灸 6 年。中国多次派出针

灸专家为外国政要服务，如为也门国王艾哈迈德·伊本、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治病。1975 年，中医研究院

举办首次国际医师针灸学习班。2010 年，中医针灸申

遗成功。截至 2019 年，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

已有 103 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 [60]，并在全世界兴起

了针刺疗法研究热。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影响进一

步扩大。2003 年 9 月 25 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在北京成立。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北京举办

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并推动形成《北京宣言》。同年，

欧洲药典成立中药委员会。2018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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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已发布中医药

国际标准 63 项 [61]。2019 年 5 月，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

会 25日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1次修订本》，

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这一国际主流医

学分类体系，有助于中医药真正走向全球，被纳入各

国医疗卫生体系。迄今，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建设了数十个中医药海外中心，

已与 40 多个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中医药合作协

议。中医药已传播至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有超

过 40 多亿人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

  中医药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杰出代表，积极与世

界各国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

贡献。中国著名的药学家屠呦呦教授领导的团队发现

的青蒿素，不仅保障了中国人民健康，而且为人类健

康做出伟大贡献：“屠呦呦的这一发现，缓解了亿万

人的疼痛和苦恼，在 100 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尤其是儿童的生命。”[62] 王振义、陈竺将传统中

药的砷剂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

效明显提高，因此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

成就奖。中医药在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的

防控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

发，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作为中国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的一个亮点，在海外受到广泛关注。截至 2021
年 7 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 150 个国家

和地区交流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选派中医赴 28 个国

家和地区帮助抗击疫情，向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中

药产品 [63]。2021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讲话，仍然强调要加强传统医

药合作，为抗击疫情提供更多手段。中医药在新时代

展露全新风采，成为中国与其他各国共同增进健康福

祉的重要载体。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祖国医学遗产，

努力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坚持不懈地推动

中医药与时俱进，坚持辩证法，推动中西医结合，建

立健全中医药防治疫病机制，很好地保障了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增进了人民健康，尤其是新时代习近平提

出守正开新、扬弃继承，使中医药健康养生智慧得以

传播和推广，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促使我

国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中

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中医药科技创新不断结出硕

果，中医药产业不断向着现代化迈进，中医药文化不

断繁荣发展，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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