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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近代以
来，伴随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脚步，中医
和中医药跨越山海，走进世界多国。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国采用“中西医
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抗疫方法，引发
世界关注。

近年来，中医和中医药在海外圈粉无
数。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

区，接受过中医针灸、推拿或气功治疗的
人数已达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

华侨华人在海外推广中医药文化中
扮演着什么角色？中医和中医药在全球战
疫中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未来，中医药
应如何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围绕这些问
题，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海外中医从业者，
请他们畅谈自己的体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德国魁茨汀医院
中方院长 戴京璋

不遗余力推动中医药国际化

2002年至今，我受委派到北京中医药大
学德国魁茨汀医院担任中方院长。近 20 年
来，我们医院运用中医药为德国及周边国家
病人解除病痛；帮助更多海外民众和西医医
生了解并学习中医药和中国文化；自 2018
年起，连续3年主持并成功申报国家中医药
国际合作专项——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

（魁茨汀） 项目……为中医药国际化所做的
每一份努力，都让我有满满的成就感。

自去年以来，面对不断反弹的新冠肺炎
疫情，我们始终坚持发挥中医药优势，以预
防为主，采用煎煮中药防疫汤、教授气功、
耳豆贴敷、根据德国民众需求提供中药抗疫
处方等多种方式，取得了1年多来住院患者
零感染的显著成效。

在海外推广中医药，可以让中医药养生
理念和中国几千年的防病治病经验惠及全
球：增进各国民众的健康福祉，减轻患者病
痛；造福健康事业，助力构建人类健康共同
体；促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传
播中医药文化。但目前，在海外推广中医药
面临不少挑战，如政策法规壁垒造成中医药
准入障碍、中医师工作许可获取难、部分西
医医生等群体对中医药存在严重偏见等。

结合在海外的工作经验，我认为海外
中医院建设和中医药传播需要着重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以“一个核心、两个坚持、三个方
面、四种态度”为基本原则。即以疗效为核
心，坚持以中医理论和观念为指导、坚持发
挥中医特色与优势，将中医医疗服务、教学
与科研三方面全面结合，秉持互相尊重、取
长补短、和而不同、融合发展的工作态度。

——加强体系建设。一是政府主导，加
强顶层设计，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外有效资
源，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卫生发展水
平与需要等方面情况，作出更科学全面的配
置与规划，进一步促使各国政府提供更多的
政策法规支持；二是以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
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医教研结合，力争
取得更多、更可信、更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
成果，推进更高水平的中医药国际合作，提
高中医药在住在国的可信度；三是加强中医
药产品的产业链建设，避免企业之间的不合
理竞争，规范生产，加强品类互补，在种植、
加工、检测、销售、物流等各个环节及标准
化建设上下功夫，提高中医药产品科技含量
和国际竞争力；四是以专业学会为平台，加强
标准化建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切合实
际，不断总结经验，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
适应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标准体系；五是建
立非学术性中医药国际发展联盟，广泛吸
收海内外支持中医药发展的各界人士，共
同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持续稳步发展。

——强化自身建设。中医药界要以“ 海
纳百川”的胸怀，互学互助、协同合作，共谋发
展。一是要货真价实，始终如一。学习同仁堂
百年如一日地恪守“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原则，坚持中医“同
修仁德，济世养生”的本色，不投机、不跟风、不
造假；二是要细节周到，管理精致。全面考虑
患者和市场需求，充分显现中医药人文关怀
的特点；三是特色鲜明，专注质量。对于浩如
烟海的珍贵中医药文化遗产，既要学习与继
承，也要弘扬与创新，同时坚持“患者至上，疗
效第一”的宗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荷兰莱顿大学生命科学院“莱
顿－欧洲中医药与天然产物研究中
心”主席 王 梅

为中医药进入欧洲不懈努力

过去 30 多年间，我在荷兰建立了创新
型的植物药研究方向和教学课程，包括中医
药的历史文化、植物药质量控制和系统药理
学等内容。除此之外，在欧盟开展把中药作
为药品或保健品的注册工作、参与和促进建
立中医药的欧盟标准、积极推动中欧在中医
药文化领域的人文交流，这些也是我多年来
不懈努力的方向。

中医药学是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治疗方
法和医疗理论，是几千年疾病斗争经验与现
代科技融合发展的智慧结晶。中医药的多靶
点和多组分协同作用的治疗策略，因人而
异、整体治疗、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对疾
病特别是慢性疾病的防治效果显著。中医药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显示出十足成色，得到世
界多国民众的肯定。

中医药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友好使者。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
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
一点可以从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医药诊所、逐
年增长的中药材和中药产品的出口可见一
斑。2019年，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
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脏
腑系统疾病、外感病、八纲证、脏腑证等中
医病证名称，成为国际疾病“通用语言”。
这是中医药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

在欧洲，中医诊所数量众多，中医药产
品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如何监管好这些产品的质量？我
认为，建立行之有效的质量标准，即中医药
的欧洲标准，至关重要。其实，欧洲药品质
量管理局 （EDQM） 和成员国主管部门也都
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EDQM 主持的
欧洲药典 （EP） 正在制定中药质量专论，德
国药品法典 （DAC） 也正在制定中药配方颗
粒剂的质量专论。从 2009 年起，我代表荷
兰的中医药质量专家，参与和组织了中药进
入欧洲药典的工作。目前，已经有 80 多味
中药材质量标准进入了欧洲药典。与 DAC
合作开展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
也在有序开展。

欧盟严格的药品质量管理标准以及各成
员国药品监管政策的差异，是中医药在欧洲
推广面对的主要挑战。但是，欧盟成员国药
品监管政策的差异，也给中药产品进入欧洲
市场提供了空间。中医药产品在欧盟成员国
正式注册，是保证产品质量和法律认可的重
要途径之一。2012 年以来，我们协助几款中

国的中医药产品，以欧盟传统植物药身份
在欧盟成功注册。

对我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即
培养欧洲中医药及其它自然医学领域的新一代
专业人才。中医药基础研究可以为中医药现代
化提供科学支撑。我们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为中医药多靶点、多功能和非
线性的治疗方法提供创新的跨学科视野。此
外，我们需要加强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的中药
产品能够在欧盟成员国注册。这将会使更多
的欧洲民众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中医药文化。

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 吴滨江

中医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我在海外的行医之路是这样开始的：
1990 年，先去日本读书和工作了 1 年；随后，
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中医针灸诊所；1993年，
移民奥地利维也纳开办中医针灸诊所；1998
年，移民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创办“加拿大安
大略中医学院”和“大成国医堂连锁诊所”。

在海外从事中医诊疗和中医教育多年，
我最有成就感的3件事是：建院20多年，加拿
大安大略中医学院为当地培养出数百名“洋中
医”；疫情期间，我们学院为当地社区捐赠了价
值不菲的免煎颗粒中药和抗疫香囊；组织师生
翻译和发布了“多语种中医抗疫经验全球分
享”，包括英、中、法、日、俄、韩、匈牙利语、阿拉
伯语、印度语、葡萄牙语10种文本。

加拿大对包括中医药等多元文化很有包
容性。中医针灸在加拿大卑诗、安大略、魁北
克、阿尔伯塔、纽芬兰5个省份已经立法，受益
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8%。越来越多的加拿
大各族裔民众喜爱和接受中医针灸。

疫情前，中医针灸在海外的发展，以争
取中医针灸立法、开展中医针灸教育、进行中
医针灸临床治疗为主。疫情发生后，加拿大的
西医（家庭医生）基本上都是电话咨询和线上
开处方，而中医针灸师们必须面对面地对患
者进行切脉、望舌和针灸，工作在临床第一
线。中医针灸在治疗新冠病毒肺炎后遗症方
面效果显著，吸引了许多患者前来就诊。在
教育方面，最近，加拿大联邦层面加快了
对中医针灸教育机构认证工作的进程。

尽管如此，中医和中医药在海外推广仍
面临重重挑战，主要包括文化差异、法律保
护等方面。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因为中医的技术背

景包含在独具东方特色的认识论中，在西方
现代科学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难以向非
中国受众正确解释和传达中医药的核心特
征，这成为在海外推广中医所有问题的症
结。因此，中医应与时俱进，超越中国文化
解释的语境，致力于与住在国独特的文化环
境慢慢融合。简而言之，中医需变得更加通
俗易懂并直接可学。此外，中医还应建立一
套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标准体系，以此
消除西方社会的中医学神秘主义论调。

争取中医针灸在住在国立法，是行业成
熟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相继对中医针灸立法。
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国家对中医针灸立法。

今后，海外中医从业者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推广中医文化：一是加大中医针灸的科普
宣传力度，将艰涩难懂的中医理论用简明通
俗的语言进行宣教，同时借助短视频等新媒
体平台，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中医文化；
二是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跨文
化背景的中医人才。

美国北大医疗中心院长、美国加
州针灸中医师公会第一副会长 杨 捷

推动中医药复方萃取现代化

“作为一个医生，不可以拒绝任何可以治病
的知识，你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多了解中医。”时
至今日，我依然铭记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教诲。

改革开放初期，我只身赴美发展。为了在海
外立足，我刻苦学习，先后考取了加州针灸中医
师执照和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后来，我加入加州
针灸中医师公会，为推广中医针灸奔走多年。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认为，虽然西方
的疾病诊断技术比较先进，但确诊后，西医常
常会出现没有有效药物改善和治疗疾病的情
况。现有的西药大多有较强的副作用，长期
服用会对人体脏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中
医药相对副作用较少，但多数人认为中药疗
效慢，传统煎制中草药比较麻烦，味道难以

接受。要想提高中药的疗效和中药的吸收
率，中药配方的提取方式必须改进。

中医药复方萃取现代化是中医药未来的
重要发展方向。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先后
成立美国北大医疗中心和美国盛元鸿生物医
药公司，率领 30 多名医药研究人员组成科
研团队，潜心钻研天然医药复方萃取制剂。

30多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秉承着弘
扬中华医药文化的使命，“取之天然，去芜存
菁”，至今已取得 30 余项科研成果。其中，治
疗心血管疾病的复方草药萃取制剂及其萃取
工艺于2006年获得美国国家专利。这是美国
专利局经过严格而漫长的审核后，首次认可
复方草药萃取制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疗效。

2003 年 ， 我 曾 在 美 国 参 与 抗 击 “ 非
典”。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发生后，我又将
中医抗疫经验派上了用场：耐心接听很多在
美华侨华人的求助电话、热心回应多个留学
生家长群的防疫咨询、为伊朗裔美籍友人修
复新冠肺炎感染后遗症……

在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传染病时，
由于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物，西医治疗存在巨
大空白，而中医药借助数千年形成的疫病诊疗
体系，有效填补了这个空白。高水平的中西
结合救治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缓疫情发
展，最大程度地保全患者生命。此次疫情期
间，我们通过中医药已治愈了数百名新冠肺
炎后遗症患者。

中医药的生命就是疗效。我们在治疗过
程中坚持“以检验为参考，以疗效为标准”，更
重视病患自身在恢复过程中的感受。我们今
天提倡的“专病专药”，和中医的“辨证论治”
是一脉相承的。“辨证”是指对疾病病因和病
程作深入的分析，“论治”则是抓住疾病最根
本的问题精准施治。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天然植物药拥有
极大的优势。千百年来，中医药拥有极其丰
富的诊疗经验。我们要在保持和发扬中医药
优点的前提下，充分运用多学科知识，研究
论证中医药诊治的内在规律及治疗过程中人
体微观世界的变化，实现复方草药的“黑箱解
密”，突破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

让中医药更好造福人类
——对话4位海外中医从业者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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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戴京璋
（左二）和同事一起
为当地病患诊疗。

图②：王 梅
（前排左二）和学生
在一起。

图③：吴滨江
正在为患者诊脉。

图④：杨捷应
邀出席第 68 届联
合国大会并发表主
题演讲。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电（记者高乔） 美国纽约时间 9月 19日中午 12
时，随着一曲广西著名山歌 《只有山歌敬亲人》 的优美
旋律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政府广场响起，由美国广西
侨胞联合总会和布鲁克林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庆中秋迎
国庆暨中国日”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吃一个故乡的
月饼，喝一杯侗家的油茶，唱一曲广西的山歌，讲一段
桂人的故事”的形式进行。活动现场，桂籍侨胞带来的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和广西特色的文化体验活动，受到
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的广泛好评。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来贺电，表示美国广西侨胞联
合总会长期以来团结和带领广西广大侨胞，致力于促进
中美友好，在当地传承中华文化，积极回馈社区，服务
侨胞，为增进中美民间了解理解做出不懈努力，也向主
流社会展示了华人社团的良好形象。纽约市官方代表、
布鲁克林区长埃里克·亚当斯在活动现场高度评价广西侨
胞为布鲁克林区繁荣所作的贡献。

美国广西侨胞联合总会会长、美中东盟总商会会长
韦家伟表示，协会始终继承发扬侨胞热爱祖 （籍） 国、
热衷公益和促进中美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将在国际财
经传媒平台陆续推出“遇见桂人”人物专栏，讲述广西人
海外创业故事，丰富“中国故事”的广西篇章。

迎双节 广西山歌唱响纽约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1955 年，周恩来总理要到万隆参加

亚非会议的消息一经传开，印尼各地的华
侨就沸腾起来，纷纷要为中国代表团保驾
护航。为避免台湾特务搞破坏和暗杀活
动，当地侨团要找有实力、信得过的组织
做好保卫工作。万隆的洪门洪义顺公会曾
在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做过重
要贡献，当地侨团特地邀请他们担任保
卫工作。在从机场到住所迎接周总理车
队的路上，他们特意安排会武术、身强
力壮的人员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中，时刻防止意外发生。会议期间，印
尼华侨郭贵盛把自己的别墅腾出来让周
恩来总理居住。别墅内缺少家具，华侨
们纷纷献出自己的家具。由于大家都希
望能够选用自己的家具，互不相让，最
后只好每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代表团
的食品安全更是侨团做好保卫工作的重
点，所有采购的食品华侨都要先尝一尝，
避免有毒，确认安全后再交给代表团。为
了确保代表团用车方便，侨团组织了160
多辆新型轿车，并选派驾驶技术过硬的
可靠的华侨，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会议期间，周恩来居住的别墅外总是

围着很多华侨群众，希望能够与周恩来见
面，一睹祖国总理的风采，周恩来每次都会
与大家打招呼。一天，周恩来从会场回来时
突降暴雨，他见外边的 100多名华侨群众
都没有打伞，依然站在外边等待而不愿散
去。周恩来非常动情和着急，他也拒绝打
伞，顶着暴雨与在场的华侨一一握手并向
大家问好。这一幕让在场所有的人都非常
感动，忍不住哭出声来。一位在场的华侨后
来回忆说：大家的哭声比雨声还要大！

1955 年 4 月 11 日，国民党制造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企图暗杀周

恩来总理。失败后，亚非会议举办地印
尼万隆的气氛十分紧张。有消息说，国
民党在印尼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准备勾
结印尼的武装匪徒，正在谋划发动新的破
坏和暗杀活动。彼时，由于会场保护人员
不足，而记者采访却大多不受限制，中国
驻印尼使馆便采取变通办法，让一部分华
侨以记者身份担负起保卫周恩来总理和
代表团的任务。一位名叫朱毅的亲历者回
忆说：“这些华侨记者，热情之高，令人感
动。他们公开表态：子弹来了，用身体挡；
炸弹来了，用人墙堵。”《南洋画报》创办人

杨永奎先生当时也是记者之一，他的家人
回忆说：那些日子很紧张，杨永奎极少回
家；有一次回家时说，不要担心，他就是要
用自己的身体为周总理挡子弹。

万隆会议上，中国与印尼就解决华
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鼓励华侨自
愿选择国籍。但是，当时大多数华侨都有
落叶归根的传统，担心选择住在国国籍
后，家乡人会认为自己背叛了祖宗。在
与部分华侨代表座谈时，一位老华侨不无
忧虑地说，“要是我选择了印尼国籍，华侨
们都看不起我了，会讲我忘掉了老祖宗”。

周恩来理解老华侨的心情。他回答
说：“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你们
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
弟仍然是兄弟。我们这两个国家，可以
说是亲戚的国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亚
国籍，而弟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
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呢？”

周恩来对印尼的侨领说：“我们大使
馆、各领事馆对于已经选择或者将要选择
印尼国籍的人，同样友好尊重他们。他到
大使馆、领事馆来，我们以朋友相待、亲
戚相待。”

印尼华侨与万隆会议
张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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