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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传统中医文化在这一全新的媒介环境中必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对现

代语境下新媒体在中医文化传播普及中的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营运等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现代语境下新媒体

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医文化传播创造的诸多机遇和利好，同时也揭示了新媒体给中医文化传播带来的诸如信息

污染、版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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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

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

和灵魂，是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1]。新媒

体因其普及性、便捷性以及强大的个人信息采集和自

动感的能力，为中医文化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但

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中医文化在新媒体这一全新的

媒介语境中必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对现代语

境下新媒体在中医文化传播普及中的传播渠道、传播

内容和营运等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现代语境下新媒体

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医文化传播创造的诸多机遇和利

好，同时也揭示新媒体给中医文化传播带来的诸如信

息污染、营销及版权等问题。

1 中医文化现代传播的语境——新媒体时代

1.1 新媒体简介

1.1.1 新媒体的内涵

近年来，随着手机互联网、微博、移动 app等的普

及和推广，"新媒体"被人们所熟知。新媒体是指在新

技术基础上，依托移动互联、大数据等延伸出来的各种

媒体形式 [2]。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有其特有的传

播特征：一、信息共享的主动化，受众在共享信息效率

暴增的同时成本大幅降低，且在接收信息与传播信息

中选择更为自主；二、传播信息的快速化，信息传播突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做到了即时即刻的信息共享；

三、传播信息的多元化，即时信息共享不再局限于声

音、文字等，而变为文本、音频、图片、影像等多媒体信

息；四、高度互动化，几乎所有的新媒体传播平台上，信

息传播者和受众之间都能做到信息互享及沟通交流；

五、信息共享的全球化，信息的发布与流传不在局限于

某个国家、某个地区，信息共享将全球链接成地球村。

1.1.2 新媒体的兴起

互联网链接多种多媒体形式，成为信息交互的重

要平台，也为中医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机。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7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24亿 [3]。如此庞大的使用

人口基数使得互联网，尤其是手机互联网成为中医文

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医文化的产品也不再局限于纸

质文字或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是以更加丰富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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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节目、图文资料等新媒体平台为依托，通过手机

APP、微信、微博、QQ、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以

及公交电视、多媒体广告屏、电台广播、电子刊物等不

同渠道进行快速推进和传播。这种低成本高自由度传

播模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信息接收和阅读习惯。

1.2 新媒体时代下中医文化传播应用现状

1.2.1 中医文化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渠道现状

目前，以新媒体为手段的中医文化传播己经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此外，国家促进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以

及互联网三大网络的融合措施，使传播手段不再单

一 [4]。博客和微博（简称“两博”）因其草根性、即时通

讯及裂变式传播等特点成了中医文化的重要传播手

段，罗大伦、董洪涛、冯界之、肖相如等著名中医专家迅

速吸引一批“粉丝”，获得极大的信息关注量。以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下载终端的即时通讯工具如微信

己经完全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现了传播者

与接收者之间的一对一、一对多或点对点以碎片的形

式串联中医文化知识点进行传播。各类实用性强且有

特色的中医文化传播类的手机客户端如“小儿推拿”

“中医思维+”也深得百姓喜爱，成为传播中医文化的

重要渠道之一。

1.2.2 中医文化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现状

新媒体在传播中医文化的过程中，不但介绍了中

医理论知识、传统中医治疗养生方法，还经常引用中医

学专家对中医理论的详细讲解及分析[5]。为了配合市

场需求，很多中医药移动应用（APP）均囊括了 2点及

以上中医文化内容，如冬日中医APP、大家中医APP、
妙手中医APP等均通过提供海量的中医药理论知识

以及养生保健服务，以优质的服务与质量吸引民众。

1.2.3 相关中医文化新媒体平台营运现状

伴随着微信的日益成熟，各公立三甲中医院更加

重视微信公众号的开通，阅读量和点赞数也逐年攀升，

说明医院逐步增加对新媒体的认识，丰富了宣传推广

的手段[6]。研究发现，很多中医文化的公众号如“厚朴

中医”超过几十万的用户，这超越了传统媒体几年的发

行量 [7]。“中医书友会、经方、徐文兵”等微信公众号每

日更新阅读量多至2万余人，这些公众号更新快、阅读

量大、运营良好，使得中医药理论得以持续的传播，培

养了大批中医“粉丝”。

1.3 新媒体时代为中医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1.3.1 新媒体拓宽了中医文化的传播渠道

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文

化传播的媒介形式和手段，冲破和改善了以往传统媒

体在传播时互动性和时空上的局限性[8]。不再像传统

媒体一样固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进行传播，尤其对

报纸等纸质类传播手段而言，此类传统媒体在传播信

息时，它们的发行量、影响力等都无法突破地域以及时

间的限制。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从根本上解决了

这一问题，人们可根据自身需求在各类网页、视频客户

端、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随时关注所需要的中医文化

知识。

1.3.2 新媒体扩大了中医文化传播的受众面

新媒体时代不仅为中医文化开辟了新的传播路径

与传播渠道，同时也为其扩大受众覆盖面寻得了新的

突破口。目前，国内大多数中医文化类报纸、杂志期刊

等纷纷开设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传播平

台，此举措使受众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相较于传统

媒体，新媒体带来的便利性使得这一部分人转变为受

众[9]。中医文化借助于新媒体扩大受众面的另一个有

效途径是由于它的互动性，新媒体双向交流的传播模

式弥补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而导致互动性不足的缺

陷。同时，频繁的互动交流作用有助于增强受众对该

媒体的忠诚度[10]。

1.3.3 新媒体提升了中医药理论的传播效果

媒介的传播效果指的是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对受众

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11]。新媒体把

音频、动画、文字等效果与中医文化传播相结合，揭开

了中医文化神秘面纱的一面，还增强了中医文化对广

大互联网受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尤其是 80、90后新

青年会更青睐这种数字化传播[12]。

2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传播的重点问题

2.1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传播的适应性问题

2.1.1 中医文化理论对新媒体语境的适应

中医药理论知识大都以文言文和繁体字形式记

载，传统文化色彩浓厚，造成了现代公众理解和传承中

医药理论的隔阂。因此，当前形式下需转换一种“语

言”来传播中医药理论。如何将中医药理论转化为适

当碎片化的知识点且不失整体性，如何创新转化为现

代白话表述且保持准确性，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信

息接收和阅读习惯，这是亟需摸索解决的问题。

2.1.2 业界人士对新媒体语境的适应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媒体融合的时代，它不仅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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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文化的传统传播媒体提出了挑战和重新定位，更使

传播者自身面临着对传播能力的重新调适[13]。新媒体

的崛起给信息传播带来的挑战对当下的中医药理论传

播者自身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播者不仅要在中

医文化上下功夫，更要掌握多样化、跨媒体化的传播

技巧。

2.2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药文化信息污染问题

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下，中医文化信息实现了高

速流通，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中医文化信息虚假化、

污秽化、污垢化等问题，表现为中医文化信息良莠不

齐、泛娱乐化、偏方泛滥、造神行销，出现虚假中医药理

论信息等[14]。因新媒体传播者和监管者专业知识不足

或监管不严，易导致中医文化信息泛滥，从而混淆了受

众对中医文化信息真假伪劣的判断力。受众身处中医

文化信息海洋，但是其信息吸收利用率不升反降，导致

中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受质疑。从这方面来讲，

新媒体主导下的中医文化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风险远比传统媒体大的多。

2.3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营销及版权问题

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中医文化的出发点有两种，一

种是非盈利性的，仅宣传、科普中医理论文化，从而获

得影响力；另一种是盈利性的，通过点击量或推广出售

某养生保健品，提供中医针灸推拿等服务来赚取利

润。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新媒体传播中版权问题应得

到重视。一方面，大部分历史性中医药理论著作的中

医药专利和知识产权处于空白保护地带[15]；另一方面，

在新媒体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任何具备一定

技术条件的人均能通过网络将流传中的中医文化信息

进行剽窃、抄袭、拼凑，为己谋利，甚至将未经授权刚刚

问世的作品数字化流通。目前，为数不少涉及中医药

书籍的软件或新媒体内容，取材往往是网络搜索的电

子版书籍，难以保证其质量。这些做法既造成了中医

文化信息污染，也侵犯了原作者的版权。因此，解决好

中医文化信息的相关版权问题是中医文化传播过程中

的当务之急。

3 充分适应和利用新媒体语境，促进中医文化传播

3.1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传播的重点任务

3.1.1 整合资源

目前中医文化的传播仍局限于碎片化传播，使“互

联网+中医药”并没有很好的深度结合[16]。因此，一是

需要专门研究在现代语境下中医药学传承传播的规

律，这样才有一个行而上的体系指导；二是中医文化的

传播必须有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作支撑，才能保持中医

药整个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3.1.2 内容创新

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传播内

容是最主要、最核心的传播因素，传播者应保持“发皇

古义、融会新知”的心态将中医文化、现代人生活习性

和新媒体数字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传播，做到深入浅出，

精准通俗。

3.2 新媒体语境下中医文化传播的保障条件

3.2.1 政策规范

第一，政府应发挥领导作用，以卫生行政机构牵头

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传播与媒体、公共卫生机构、产业、

学校等不同机构，分工协作，共同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新

媒体语境传播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政府应执行立法者

角色，完善中医行政法规建设，契合需求制定具体条

例，例如修订《中医药文化传播条例》；第三，政府机构

应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明确中医药文化运营当中的执

法主体、权威机构，制定规范，明确责任，加大处罚力

度，努力整顿流通信息的准确性。

3.2.2 经费支持

建议采取政府支持，多方共建的模式。可由政府

搭台，加大对中医科学传播经费的投入；与中医药企业

取得合作，获得资金赞助，发挥传播功能；鼓励民间组

织自发融资，灵活快捷地在监管下进入传播系统。

3.2.3 人才培养

建议多学科融合，培养“中医+传媒传播”复合型

人才。号召各层次中医院校设立和完善中医文化和信

息技术等交叉专业，同时对中医药相关专业学生、中医

执业人员普及互联网知识和技术，提高新媒体技能。

3.2.4 管理

第一，加强“自律”和“他律”。一方面，号召中医药

理论新媒体要有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传播科学、实

用、有益的内容，保持严肃客观的态度；另一方面，设立

“把关人”机构，监管“伪中医”，加大立法和惩罚力度，

肃清信息污染。第二，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和版权。

鼓励原创，不擅自抄袭甚至窃取他人成果，引用和转载

遵循通行学术规范。第三，鼓励塑造品牌。运营主体

需要转变传播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充分调查需求的前

提下，传播对象精准化，提高传播信息供给质量，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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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权威化和特色化的新媒体平台。

4 结语

2016年 9月，全国中医药学术新媒体联盟在北京

成立，联盟旨在进一步整合互联网新媒体平台资源和

学术界优秀资源，形成中医药新媒体传播矩阵，更好地

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传承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7]。

在全民健康和新媒体火速发展的浪潮中，希望中医文

化能够以全民健康为目标，依托新媒体平台，科学、规

范、合理的传播与发展，从而造福国家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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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II): New Media

Yan Lu1, Feng Yating2,3, Yan Xuanxuan1,3, He Qinghu1

(1.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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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ulture must fac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modern new media in TCM culture from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nsmission channel, contents and operating status, this paper showed tha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ontexts creat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advantages for culture spread of TCM. Meanwhile,
it also revealed that the new media brought issues to TCM culture communication, such as information pollution, copyright,
and etc.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ommunication, modern context,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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