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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国家十分重视发展中医药文化的新形势下，中医药学术领域掀起
了研究中医药文化的热潮，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中医药文化、中医药科学、中医药传
播、中医药发展战略、中医药未来发展预测、中医药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学术性和智库性
文献。本书从2000年以来中医药专家在中医药专业学术图书报刊上发表过的中医药文化
研究、传播和发展战略等相关方面的大批论文与文稿中，精选出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
独家观点的数十篇文稿(其中也有的是由专家直接提供，尚未发表过的)，并对其进行整
理分类，共分为五大篇章，即总论、文化篇、科学篇、传播篇和战略篇。
        本书是记录21世纪中医药文化发展和中医药文化思潮的重要学术史料
，将为当代和后代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学术证据。同时，必将有益于发挥中医药文化的导
向作用，以保证中医药学术发展不偏离正确轨道，不断促进中医药学术的传承、创新和
发展；有益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有益于通过文化价值感召力产生的影响，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内容简介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创造出的
有关医药健康智慧和医药科技文化的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药文明
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北京中
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在组织 “中医文化蓝皮书”的研发中，发现了不少具有史料价
值的现代中医药文化文稿，由此组织汇编了这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史料收藏价值的文
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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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出版说明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做斗争创造出
的医药健康智慧和医药科技文化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药文明进步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医药学术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进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以“天人合一、自然和谐”为医学思想基础，以“整体观、辨
证论治”为临床指导原则，以“以人为本、大医精诚”为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学术界的认
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医药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我国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中医药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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