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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涉及复杂伦理问题的人体试验，尊重人性、人的生

命尊严。中国人将“五福临门”“福寿康宁”“内心恬

淡” 作为生活的向往，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以人为本的

“大健康”理念是一致的。[3]

中 医 将 中 国 传 统 的 天 人 合 一 、 民 胞 物 与 、 阴 阳 五

行、相生相克、仁者爱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等思想精华

运用于实践中，积极吸收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

想辨证论治，在人类繁衍生息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对中

国人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 医 药 文 化 蕴 含 的 道 德 规 范 、 人 文 精 神 、 思 想 观

念至今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并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这些为大健康

理念、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

中医药的传承诉求

中医药在促进人民健康中有独特的优势，中医药发

展到今天也有很多的“短板”，技术相对落后、保护不

到位、创新不足等都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需要大力弘

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的作用，

建立相应的制度保护中医药的精华和遗产，坚持中西医

结合，促进中医现代化和创新发展，不断走向世界。 

（一）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入手

中 医 从 诞 生 之 日 起 就 与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 医 学 、 宗

教和文化相结合，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核 ， 是 民 族 精 神 的 延 续 ， 包 含 了 中 国 人 传 统 的 价 值 观

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因此，传承中医药不能脱

离 中 国 传 统 历 史 文 化 ， 应 从 中 国 传 统 的 文 化 和 历 史 入

手，坚定文化自信，在坚守传承的基础上挖掘中医药文

化的精华和当代价值，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

（二）与百姓生活方式相结合

中医药不仅有“道”的层面的理念，又有“术”的

层面的操作，传承中医药要从两个层面促进中医药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传统的中医药文化融入

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教育、健康养生、中医旅游、

多样化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欣赏、大健康产业发展等层面

满足人们对生活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真正将中医药

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帮助群众从为生活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转向呵护

健康、预防疾病的健康模式，从养生、治未病到拒绝内

耗、内外兼修，全面健康逐步成为人们的生活诉求。

（三）调动各方面积极力量

最好的传承就是使用。中医认为健康不仅与身体素

质、情绪心理、免疫力等个体生理因素有关，还与社会

环境、人际交往、教育、环境卫生、相关制度等社会因

素有关，因此健康中国建设、传承中医药不仅是卫生部

门或者中医相关工作者的责任，需要各政府部门、社会

力量和个人共同发力，建立覆盖各类主体，推进医疗、

健康、养老等协同发展，形成匹配于大健康的治理、健

康管理格局，在其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中医药的

传承创新发展，需要党和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宏伟

规划、提供各方支持；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专业

中医界人士的奉献和热爱中医的志愿者等更多的人加入

到这个行列中来，为中医药的传承保驾护航。

（四）坚持科学态度和方法

中医药的发展历经几千年，厚古薄今和用西医的标

准衡量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迷信权威与个人经验

不利于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全盘吸收与固守传统也不是

科学的态度。

传 承 创 新 发 展 中 医 药 就 是 要 坚 守 中 华 文 化 立 场 、

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时刻警惕各

种泛中医药文化和伪中医药文化的侵蚀；要坚持守正创

新，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发展符合中国人体质的全民

健康方式，传承精华，在坚守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中

医药；坚持大健康理念，结合中国人的生理特征和生活

理念，发挥中医药在理念、诊疗、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为构建大健康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蓄积合力。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既要传承好中医药优秀文化，

又 要 发 挥 好 中 医 药 在 维 护 和 促 进 人 民 健 康 中 的 独 特 作

用，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真正让人民有文化和健康获得

感。健康的身体是人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人自

由的前提，因此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就要树立大健康理

念，在预防疾病、养身保健和消除不健康因素（包括社

会因素）上下大功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进一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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