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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徐鹏航 帅才

针灸、中医正骨疗法、中药炮制技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如同一颗璀璨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如今，古老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热情“拥抱”现代生活，
焕发新的青春活力。

让“烟火气”添上更多“百草香”

年轻人热衷打八段锦，中医养生产品走红电商平台，中医药文化夜
市频频“出圈”……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养生意识增强，中医
药非遗正以各种“新姿态”走进现代生活。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会长曹洪欣说，中医药
非遗是中华传统医学的精神内核和精华所在，也是最能代表中国国家形
象的文化符号之一，在文化、生命、科技、经济等多个层面具有重要价值。

自2006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共有传统医药类项目23项，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
法、中药炮制技术等。“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国家级非遗项目“针灸（程氏针灸）”代表性传承人杨金生说，只有推
动中医药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烟火气”添上更多“百草
香”。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加大对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力度”，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中医药
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加强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中医药非遗保护传承事业在新时代呈
现出新气象。

“只有传得开，才能用得久”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严蔚冰数十年如一日推
广古本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法。

“只有传得开，才能用得久。”今年74岁的严蔚冰计划召集300多位
非遗传承人弟子，围绕导引技法、临床应用、标准研制、传播推广，展开交
流讨论。

非遗保护传承事业的关键在于传承人。2007年以来，国家文化主管
部门先后命名了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截至目前，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
183人。

“青年传承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春旺说，近年来，中医药非遗青年传承
人数量稳步增长，高层次人才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中医诊法、针灸、
中医正骨疗法等项目领域已凝聚大批优秀人才；委员会也正在围绕中医
正骨疗法等中医药非遗项目的传承举办专题培训班，努力培养更多青年
传承人。

严蔚冰的儿孙也走上了非遗传习之路。儿子严石卿在实践中悟出
“传承之道”：“要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和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
了解中医药非遗如何服务于现代人的健康需求。”

“中医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宝藏”

中国—津巴布韦中医药中心负责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生胡莎清楚记得，当一名津巴布韦脑瘫患儿经免费中医针灸康复治疗
后明显好转，家属激动地用中文连说“谢谢”。

今年1月至5月，中国—津巴布韦中医药中心已为当地提供针
灸推拿等诊疗服务2600多人次。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奉献给全
人类的健康财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显示，有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
药诊疗方式，30个成员国为中医药
的规范使用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
还有 20 个成员国将针灸等中医
药诊疗纳入医疗保障体系。

来自加拿大的马丁·哈
斯 已 在 中 国 生 活 了 近 20
年。去年 12 月从湖南中

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毕业后，他
又准备攻读中医文化学专业的博士学
位。

“中医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宝藏。”马丁告诉记者，他计划做一名老
师，将中医药推广到世界更多地方。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田晓航

一缕药香传悠远，一套功法健身心，一根
银针连世界……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中华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不朽瑰宝。

时值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
寻访中医药非遗“守艺人”，探寻千年智慧的
当代传承。

不能让老祖宗的智慧失传——

走进位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胡昌江全
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中草药的香气扑鼻而
来。胡昌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中药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中药炮制是个很神奇的过程，是否炮
制、如何炮制，都会对药材的功效带来很大影
响。”胡昌江说，比如莱菔子未经炒制，作用是
涌吐风痰；炒制后则变为降气祛痰、消食除胀
气。

在胡昌江看来，中药炮制学是一个“古老
而又年轻”的学科，现代人可以通过化学、药
理研究更好地了解背后的原理。

然而，一些中药炮制品因工艺复杂、成本
较高，濒临失传。近十年间，在胡昌江的推动
下，一些炮制品如需要“九蒸九晒”的九制大
黄，已在一些企业恢复生产。

“老祖宗的智慧，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失传。”年过七旬的胡昌江还在奔忙，他希望
更多有识之士加入进来，传承好中药炮制技
艺。

中医药非遗要走进千家万户——

韦驮献杵、摘星换斗、出爪亮翅……国家级非遗项目“古本易
筋经十二势导引法”中的每个导引势都对应着一组经筋，一套做
下来可让人筋骨舒展，气血畅达。

“不同于生病后再治病，中医导引法简单、实用，能融入日常
生活，帮助人们强身健体，增强免疫，保持活力。”每次开展非遗进
社区推广活动，“古本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法”代表性传承人严蔚冰
都会这样对学习者说。

“参加了几次中医导引生活化、自主健康的学习，我的肩周炎
改善不少。”上海市浦东新区由由信福养老院的长者马先生告诉
记者。

严蔚冰的儿子严石卿在父亲的熏陶下，如今也在积极投身导
引法的社区推广活动，他说：“中医导引非遗要走进千家万户，从
健康痛点问题入手，倡导国人自主健康，构建健康的生活方式。”

把中医药带到更多国家去——

国家级非遗项目“针灸（程氏针灸）”代表性传承人杨金生清
晰记得，1999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德门诊部工作时，常有外国
人慕名而来。

“很多外国患者施针后，疼痛立刻缓解，他们觉得针灸非常神
奇。”杨金生说，很多外国医生，后来专门到中国学习中医。

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以针灸为例，
每个穴位的命名都有其文化内涵，如大椎穴，位于颈脊，
代表“顶天立地、中流砥柱”。

在杨金生看来，中医药“走出去”，也是中国文化在
“走出去”。如今，包括中医针灸在内的中
医药正在被更多国家认可。传承中医药非
遗，更需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闻着药材散发出的缕缕香气，听着练
习中医功法的吐纳声，看着银针在指尖捻
转，记者真切感到，从泛黄的古籍中走来的
中医药非遗，正沉淀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
生活方式。而非遗“守艺人”，守护的不仅
仅是技艺，更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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