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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耕耘 收获忠实拥趸

被问及今年以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加拿大安
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滨江欣慰地说：“今年
3 月，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医界联合多方力
量，成功阻止安大略省议会通过2022年第
88号法案劳工法第五项中涉及的《废除中
医法》。在这场守护安大略省中医法的‘保
卫战’中，很多加拿大当地的‘洋中医’和接
受过中医诊疗的病患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些‘洋中医’和病患都是中医的‘铁杆粉
丝’，积极为中医发展奔走呼喊。”

让吴滨江引以为傲的是，建院 20 多
年，安大略中医学院为当地培养出数百名

“洋中医”，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中医教
育机构。吴滨江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以来，为满足加拿大不同族裔中医‘粉
丝’的需要，安大略中医学院在网上免费开
设了‘中医云讲堂’，已分别进行了总计60
次的中文和英文的‘趣味中医’和‘趣味针
灸’讲座。今年 1 月开始，安大略中医学院
制作‘中医加拿大’多语种系列短视频，系
统介绍中医在加拿大的发展，每月底推出
中英文的音视频，还包括法语、德语、韩
语和匈牙利语的字幕翻译视频。”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开设仅3年
时间，针灸课就成为全校排名前 15 的热
门课程之一。“校园里掀起了一股‘针灸
风’，学生们学习针灸的热情很高。”据该校
针灸老师、博士生导师胡紫景介绍，约翰内
斯堡大学是南非目前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
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在 2020
年首次开课前，超过 1000 名学生选修针
灸相关专业，最终只录取了 45 人。2022
年，录取名额扩充至 58 人，但超过 7000
人提出申请，竞争愈发激烈。

在瑞士苏黎世繁华的班霍夫大街旁，
“马氏汉医诊所”一开门，预约的患者就
陆续登门问诊。该诊所负责人马斌介绍，
就诊的病患90%左右是瑞士本地人。瑞士
对于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疗法、顺势疗法
接受程度都比较高，结合医学在此相当盛
行。瑞士是最早为中医立法的发达国家之
一，总体来讲，这里的法律比较健全，中
医发展比较健康。仅苏黎世一个城市，就
有200多家中医诊所。

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卢迪亚纳

市，柯棣华针灸慈善医院被当地人视为中
印友好的象征。针灸正式传入印度的半个
多世纪里，这家医院从无人问津的小诊
所，一步步发展为一家拥有超过200名医
生、39张针灸床位的正规医院，每年接受
针灸治疗的患者近 2000 名。得益于柯棣
华针灸慈善医院的影响力，印度政府在
2003 年通过行政命令承认针灸为医疗方
法。2019年，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正式
颁布法令，承认针灸为独立的疗法系统。

守正创新 打破文化隔阂

谈及中医在海外能获得认可的主要原
因，接受本报采访的海外中医师一致认为
是疗效。

瑞典斯德哥尔摩有一家北京同仁堂
门店。几乎每天，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病
患慕名而来，接受中医诊疗。“在欧美国
家，民众患病后，会先找家庭医生进行医
疗保险给付的西医诊疗，西医看不好才转
来试中医。所以，到中医诊所的病患多为
疑难杂症。良好的临床疗效是患者接受和
信任中医的主要原因。”该诊所中医师王
泽丰表示，针灸、拔罐、推拿和饮片等诊
疗手段，不仅疗效显著，而且副作用相对
少很多。

“在南非，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可直接
注册为针灸医师。近几年，学习针灸的人
数与日俱增。中医及针灸医师日益‘职业
化’，既能增加就业，又能改善当地医疗服
务水平。”胡紫景说，非洲很多地方都面临
着缺医少药、医疗费用昂贵的诊疗困境，中
医药和针灸凭借“简、便、廉、验”的独特优
势，为当地民众提供了诊疗新选择。

中医能在海外“落地生根”，得益于
一些国家开放包容的政策。

“瑞士开办了十几所中医学校，培养
了大量本土中医师。这些本土中医师被称
为‘欧洲传统中医’。当地西医医生对中
医也很有热情，使用针灸的医生越来越
多，因为西医医生的针灸治疗被纳入基础
医疗保险，可以全额支付。”马斌介绍，
2017年5月1日，瑞士联邦政府决定将中
医药、顺势疗法等四种补充替代疗法，与
学院派医学（即西医）同等对待，继续执
行基本医疗保险偿付政策，前提是执行中
医疗法的医师必须经过专业认证。目前瑞
士的中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备西

医资质后学中医，另一类是各种非西医的
中医治疗师。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开展
的中医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后者获得
认证后进行的中医治疗则由附加商业保险
支付。

为了让更多当地民众接受中医，海外
中医师采取各种方法介绍中医理念和文
化，努力打破文化隔阂。

“人体经络就像高速公路，穴位是纵
横交错的交汇点，行驶的汽车则代表气
血。如果发生拥堵，等待的车辆停滞不
前，就会造成交通运行不畅，人体也是如
此。”课堂上，胡紫景借助当地的城市地
图，向学生们讲解经络诊察的奥秘。

美国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公会会长包
克新在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学、中医心
理学及神经行为科学领域拥有 46 年的临
床、教学与科研经验，一直致力于推动美
国对中医立法。“临床诊疗可以让患者直
观感受中医疗效，科研工作可以促进中医
现代化并让医学同行了解中医研究的最新
进展，推动立法可以为中医在美国实现更
大发展消除障碍。”包克新说。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要想学懂弄通，
绝非一日之功。因此，中医师须久久为
功，不断加强学习和交流。

欧洲中医校友联合会第三届学术大会
暨学术年会大会议程、美国中医药针灸学
会·海外中医师承可行性研讨会……遇到
关于中医的重要学术研讨会，马斌一定会
抽时间参加，“听听各国中医同行的经验
分享，每次都受益匪浅”。

最近，吴滨江又在为促进海内外中医
界交流前后奔忙：参与撰写由全欧洲中医
药专家联合会组织策划的《海外中医诊治
新冠长期病症经验荟萃》一书；筹备今年
8月底主办的第九届“2022加拿大中医针
灸继续教育学术大会”；计划在今年秋季
举办的“高级中医师课程”和“中医临床
研究进展”专题讲座中，特邀国内顶级中
医专家学者组成30人讲师团……

发扬光大 惠及更多民众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世界卫生
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
告》，明确肯定了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鼓励世卫组织成员在其
卫生保健系统和监管框架内考虑使用中医

药治疗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倍感振奋！”吴滨江说，这不仅是全

球新冠肺炎患者的福音，也是助推中医进
一步走向世界的一大利好。新冠肺炎后遗
病症因个体差异不同，表现症状各异，中
医可在临床上发挥辨证施治的优势，采用
中药与针灸并用的联合治疗方法。

中医在海外发展前景广阔，但面临的
瓶颈依然不少。

“美国对中医的立法尚不完善且欠缺
合理性，这是中医在当地发展的最大阻
碍。中医在美国还属于替代医学的范畴，
也不在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针灸师
在美国大多数州也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医
生。很多中药在美国被禁用。如何通过立
法和教育使针灸师成为医生、中医成为正
统医学、中药成为合法药物，是美国中医
师需要长期努力的方向。”包克新说。

“目前，在南非合法注册的中医及针
灸医师一共有216人，其中针灸医师约50
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高水平中医、针
灸专家较少，师资力量短缺也限制了人才
的培养。受资金和条件的限制，学生临床
实践机会较少，高水平科研工作难以展
开。”但胡紫景对中医发展依然充满信
心。他相信，随着“针灸热”日趋升温和
海外中医立法不断完善，中医一定能为海
外民众提供更多健康选择。

“在瑞典，中医的从业环境比较宽
松，但也导致中医师素质参差不齐。当地
从事中医的人越来越多，但阅读中医典籍
的能力有待提升。中医典籍的翻译工作也
有待补充完善。而不少华人中医师又面临
当地语言的障碍。”王泽丰表示，“‘打铁还
需自身硬’，海外华人中医师要不断加强
技能和理论学习，用精湛的医术和易于理
解的语言，擦亮中医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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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在海外难以推广中医
的症结。”吴滨江认为，中医应与时俱
进，致力于与住在国独特的文化环境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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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中医药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也迫在
眉睫。

本 报 电 （张 焕
萍） 日前，国家社科
基金社团活动资助的
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
术活动——“海外侨胞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中的贡献与作用”研
讨会在浙江温州召开。
此次会议由中国华侨
历史学会主办，中国
华侨华人研究所、温
州大学承办，《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 杂志编
辑部、温州大学华侨
学院、洞头区侨联协
办，为期3天。

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所所长张春旺在致
辞中说，在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中，海外
侨 胞 逐 步 认 识 共 产
党、选择共产党，选
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印证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

张春旺发表题为
“新时代侨联工作改革
创新的根本遵循——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
要 论 述 ” 的 主 旨 发
言。他强调，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
重要论述开辟了侨务
工作新的境界，引领
侨 务 工 作 进 入 新 时
代，是我们开展侨务
工作、联系广大海外
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共同奋斗的理
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厦门大学教授李
明欢以“二十世纪初
出国留学潮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
播”为题进行主旨发

言，阐述了负笈东瀛以及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对
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作用。她指
出，留学归国人员对于早期中国革命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给
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任何时候，整个
世界都应该装在中国人的胸怀里，中国属于世
界，世界也在中国。

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黄晓
坚在主旨发言中指出，海外侨胞历来是中国共
产党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定支
持者。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主
旨发言中提出，海外侨胞在民族与祖国危难中
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中支持中国共
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认同中国共产党。

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副主任赵健的主旨发
言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侨务工作，始终把“考虑和制定有关华侨的各
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
分”。她将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分为五个时
期，并从党和政府侨务政策的发展变化中总结
出七个突出特点。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张秀明的主
旨发言主要从投资、侨汇和捐赠三个方面分析
了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她认为，华侨华人积极
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华侨华人的
作用；二是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具有强烈的
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三是改革开放为华侨华
人事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温州大学校长赵敏在致辞中希望各位专
家，继续关心支持温州大学侨特色建设工作，
表示温州大学将进一步凝心聚力、发挥优势，
搭建平台，为更好服务侨务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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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
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
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多年来，伴随
华侨华人走向世界的步伐，中医药走出国
门、跨洋越海，造福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民
众。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全球196个国
家和地区，中国与40多个外国政府、地区主
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
协议。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该组
织已有103个成员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
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
入医疗保险体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医药以其独特疗效，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在世界不同
国家从事中医诊疗的中医师，听他们细述自
己在海外用中医诊疗的故事，畅谈中医药在住
在国发展的现状，共话中医文化在海外传播的
前景。

海外中医师：不遗余力传播中医文化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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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科技馆 快乐度暑假

侨 乡 新 貌

7月16日，浙江省金华市的
小朋友们在家长陪同下，走进科
技馆，体验各种科技项目。

左图：小朋友在体验“时光
宇宙隧道”科技项目。

右图：小朋友在体验“泡泡
的追逐赛”项目。

杨梅清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