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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一）：语境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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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经典语境理论，探讨了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是由外

部环境和内部认知环境构成，其中外部环境具有社会的现代化、新媒体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以及全球化的革命性

变化等特点，而内部认知环境主要以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思潮的相互冲击为主要特征。现代

语境影响和制约中医文化传播活动，为促进中医文化传播，需把握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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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在其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借

鉴、吸收、融合中国文化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传统文

化特征的理论体系[1]。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传

播才能焕发生命力。近现代的中医文化传播受诸多环

境因素影响，机遇和挑战并存，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

中医文化传播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
（语境）里发生的？中医文化传播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

（语境）发生？这些语境对中医文化传播造成什么样的

影响？---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研究亟待深入展

开。本系列文章基于经典传播语境理论，针对中医文

化传播的现代语境和重要问题进行分析，继而提出中

医文化传播的建议。作为系列文章之首篇，本文主要

负责理论梳理和整体概述。

1 语境

1.1 语境研究的兴起

国外学界对语境的研究始于英国，最初应用于语

言学界，代表人物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马

林诺夫斯基。他认为，文化的社会功能离不开社会环

境，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2]，语言研究也必须在环境

之中探讨语言的功能。之后，西方语言学界从不同角

度对语境进行了研究，包括语境是客观场景还是心理

产物，是既定的还是动态形成的，是唯一的还是不确定

的，是交际主体共享的还是各自独有的，是具体的还是

抽象的，如何给语境下定义，怎样建立语境模式等[3]。

国内语境研究始于北宋[4]，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开始迅速发展。研究视角主要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语境研究的意义、语境的本质、语境

的定义、语境的构成、语境的作用、语境的特点等[5]。

在语言学界，语境为“语言环境”或者“言语环境”

的简略形式，指的是对应于语言现象并对言语现象的

发生与存在产生作用的环境。环境不仅包括客观存在

的外界环境，而且包括交际主体的内在认知环境。故

而语言学家们对语境的阐释常见两种：一是从具体的

情景中抽象出来的对语言活动参与者产生影响的一些

因素，这些因素系统地决定了话语的形式、合适性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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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二是语言活动参与者所共有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

知识使听话人得以理解说话人通过某一话语所表达的

意义 [7]。作为影响言语交际的环境因素，语境对言语

交际发挥着引导与制约的作用，直接影响话语意义的

表达和理解，直接关系到言语交际目的能否实现。

1.2 语境概念的泛化

语境具有普遍性，语境理论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开

来，成为当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一个普遍性

的理论问题，“提倡将具体研究对象放置在语境中来解

释它的意义”[8]。“语境论”在各学科实践中结构性地引

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是可以融

合各种趋向而集大成的倾向[9]。

目前，学界将语境问题与各门具体学科甚至各门

具体学科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相联系，分别地、分割

地放置于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视野中来认识，对语境

的理解与各门学科的具体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

研究中，语境的定义不再局限为“语言环境”或者“言语

环境”，而是泛指所有社会活动发生的大环境，既包括

客观环境，也包含认知环境。

2 语境与传播

2.1 传播学中的语境概念

语境理论在传播学领域应用广泛。传播即为信息

的流动，这个过程是在一定环境（传播语境）下进行的，

不仅受客观的外界环境影响，同时也受传播主体的认

知因素影响,即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的认知因素，这两

方面也是构成传播学中语境的两大要素。语境的外界

环境层面对传播的制约功能可由传播媒介、宏观政策

影响（控制研究）、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体现，比

如传播媒介的更新、传播渠道的扩大等提高了受众的

参与程度、拓宽了传播的时空范围。语境的认知层面

对传播的制约功能则主要体现在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上。其中，传播者与受众所共有的背景知识多少，决定

了传播内容所表达的意义。受众对选择信息和记忆信

息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们根据本身的背景来理解信

息的内涵意义，以往的经验、文化素养、需要、心境与态

度等都会成为影响选择接受信息的因素[10]，从而影响

信息的传播效果。

2.2 传播学中的语境理论

传播界的学者对于传播在具体语境下是如何进行

的这个议题十分重视。可以说，传播学的大多数理论

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传播语境的某个（些）因素或某种

机制。根据传播过程中参与人数的多少，传播语境理

论可分为组织传播理论、小群体传播理论、媒介使用效

果理论、媒介与社会理论和文化与传播理论等[11]。

组织传播理论讨论具有组织性传播群体的传播活

动规律，组织本身成为语境的一部分，并且是关键要

素。比如，结构理论①认为结构是传播语境中的关键；

文本和对话的组织理论认为如何运用文本和对话来促

进组织个体的互动是关键，这种互动本身构成传播语

境，并影响传播的有效性；协同控制理论②所提出的组

织内部协调过程提示着语境的动态变化。

与组织传播相比，小群体传播的结构严密性、部

门分工的专业性、组织目标的明确性等相对弱化。群

体传播理论中往往涉及传播语境的某些特定因素，如

功能理论提出，群体成员间的交流频率越高，则决策

统一度越高，反之相反；符号聚合理论③则认为，群体

行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有关现实生活的形象受到一

些自己比较认同的故事引导；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群体

现象交错复杂，其相互作用对小群体内未来的互动亦

有约束。

媒介使用效果理论突出了媒介在语境中的重要作

用。比如，社会认知理论着力于媒体语境下社会学习

的（心理）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通过分

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传播

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果，着重强调语境中的受众

内在心理因素；媒介系统依赖理论④突出了媒介作为语

境中重要因素的控制作用。

①结构理论提出，结构只是使行动结构化，行动展现了结构并再生了结构。因而，社会结构规定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同样，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产

生和再生新的社会结构。

②协同控制理论也称为无干扰协调控制理论，认为组织从无序的不稳定状态向有序的稳定状态变化，实际上是组织内部进行的协同过程，而组

织成员内部要实现协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③符号聚合理论则认为，群体行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有关现实生活的形象受到一些故事的引导，这些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在小规

模群体的符号互动中创造出来的，并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间形成了一个个“故事链”。

④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后，人与媒介便形成了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起主导权的媒介主要从传

播内容控制受众，受众越是指望接受有用信息，只要没有完全失望,依赖性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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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社会理论以一定模式（公式）解释了语境对传

播的作用机制。比如，议程设置理论⑤认为大众传播可

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沉

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如果遇见和自己相同或者相似

的观点，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因而得到广泛的

扩散，而遇见某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赞同也

会出于社会压力而保持沉默，一方沉默造成另一方增

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

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发展过程；培养理论认为大众媒

介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具有特定倾向的语境，通过语境

的效果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

文化与传播理论着重于语境中的文化因素。比

如，言语代码理论⑥认为言语代码是语境的核心因素，

了解言语代码是传播的前提条件；面子理论⑦指出了语

境中的一个特殊文化因素——面子；多元文化群体理

论⑧则揭示了传播语境的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

2.3 语境对传播的作用

语境研究如此受重视说明语境对传播的作用深

远。漠视语境，传播无异于“自说自话”；语境不匹配，

传播相当于“鸡同鸭讲”。这个匹配关系，霍尔曾提出

了著名的“高低语境”理论。其理论主要针对东西方文

化差异。其实这种语境的差异性和不匹配，不仅存在

于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于同一民族文化中，或者说，

存在于同一文化的亚文化群体之间，“高”“低”无处不

在。传播信息的形式、易读性、合适性和传播最终取得

的效果亦取决于传播者与受众的语境匹配度。

对于语境对传播的具体功能，不同学者有不同看

法。最为经典的是日本学者西真光正提出的八种语境

功能[12]：绝对功能、制约功能、解释功能、设计功能、滤

补功能、转化功能、习得功能。以后的学者只是对其功

能理论的修补。陈治安、文旭认为上述功能中最基本

的是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13]。制约功能指语境限制言

语的生成和理解:既定语境里，人们说话和理解对方言

语必须与语境所要求的语码、言语行为、话语特征和方

式、文体风格、礼貌程度等进行匹配。而解释功能指语

境帮助人们在接受信息之后排除歧义、确定所指语义、

帮助人们推断弦外之音。

3 语境与中医文化传播

从语境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中医文化传播

语境的外部环境层面主要是指社会的现代化、新媒体

的兴起和广泛运用以及全球化的革命性变化，而认知

环境层面主要指近现代以来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

东方与西方思潮的相互冲击。外部客观环境和内在认

知环境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

共同形成了中医文化传播的现代语境。

3.1 现代中医文化传播面临多元文化语境

传统与现代并存、科学与人文争锋、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冲突，这些元素的纷杂现状构成现代中医文化

传播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医文化，以中国古代传统哲

学和语言为基础，其基本的哲学基础、认知模式、价值

理念、防治观念、表述方式等与当今主流医学和现代文

化大有不同，故而中医文化在现代的传播面临语境问

题。国内现代社会里传统文化语境的衰退，使得中医

文化传播过程中因语境的不匹配，常出现“舍高就低”

的传播趋势，造成传播内容的肤浅“现代化”、“唯科学

论”和狭隘的“文化中心论”。近现代，随着西方科学思

想和西医的特定话语体系及价值说辞的强势介入，基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文化在国内“中医西化”和“去

中国化”过程中话语权受到严重威胁，这种中医文化的

边缘化倾向在一段时期内仍会是现代中医文化传播的

主要困境。

3.2 中医文化传播迈入新媒体时代

现代传媒已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介的出现使得

中医文化的传播更加便利、快捷和广泛，拓宽了中医文

化的传播渠道，扩大了传播受众面，提升了传播效果，

给中医药理论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应大力推广。但同

时，新媒介本身成为现代语境的一部分，且新媒体这种

媒介因其自身特点也给中医文化传播带来巨大挑战。

比如，微传播具有内容碎片化特点，这削弱了中医文化

⑤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

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⑥言语代码理论认为来自文化群体的成员共享一套独有的言语代码和交际方式。这些代码对同一文化群体是沟通的桥梁，对不同文化群体则

是沟通障碍。

⑦面子理论探讨和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行为中体现出的面子文化的差异有助于消除东西文化的传播障碍，有效促进跨文化传播。

⑧多元文化群体理论则强调人类社会日趋复杂，信息流通日渐发达，文化转型更新日益加快，不再以一种文化作为绝对的正确的需要相仿的文

化，各种文化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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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中内容的整体性、复杂性；微传播中内容的随意

化、缺乏规范化、泛娱乐化，削弱了中医文化传播内容

的准确性，脱离了传播目的的初衷，对于中医文化传播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3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文化对外传播

随着全球化大潮，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 183个

国家和地区，其防病治病的显著效果和蕴含的普世价

值观，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但是，中国以

及中医的文化体系，与世界其他文化体之间，特别是与

欧美文化体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异文化

语境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语言特

征的中医药理论，在凸显其民族文化优势的同时，其跨

文化传播势必遭遇文化语境不匹配的困难，东西方文

化差异易造成文化空缺和文化误读。值得一提的是，

中医文化走向世界，其传播语境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

文化差异而不同。因此显而易见，同一化的传播策略

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而差异化的传播路线向中

医文化传播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实施提出了更高的挑

战。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

的发展，中医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面临着把握知识产权

和话语权、文化适应等问题。

4 把握语境，促进中医文化传播

中医文化传播与现代语境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现

代语境构成了中医文化传播的外部特征，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和制约并且反作用于中医文化的传播，倒逼传

播理念、框架、模式以及战略的系统性变革。

能否把握语境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率。语

境功能的实现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境本身的显

隐程度和关联程度，外显程度高的语境因素功能得到

优先实现；二是语用主体的运用能力，语境功能发挥的

程度与语用能力是呈正相关的 [5]。由此提示，我们中

医文化传播的语境研究，一方面需要研究语境本身的

各因素；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语境分析为传播实践提供

策略，如通过语境现状来预测和管控传播行为，通过合

理运用和改变语境“高低”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毋庸

置疑，中医文化传播的语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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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 Context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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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classic context theory and discussed the modern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featured by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prosperity of the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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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lobalization.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 is featur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the East and
the West,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hought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gnitive environment combine together to form the
modern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M. The modern context influences and restrict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M. It is practical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M by commanding the context.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ntext, moder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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