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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Sun	Simiao’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eeply	explores	how	to	achieve	its	
dynamic	inheritance	through	innovation	driven	in	modern	societ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Sun	Simiao’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elaborat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facing	 inheritance,	 includ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ethods	and	the	impact	of	modern	technology.	A	series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have	been	proposed,	covering	educa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expansion,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n	Simiao’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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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驱动孙思邈中医药文化活态传承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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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其活态传承。分析了孙思邈中医药文
化的内涵与价值，阐述了当前传承面临的问题，包括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现代科技冲击等。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策略，涵盖
教育创新、科技融合、产业拓展、文化传播等方面，旨在为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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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孙思邈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被誉为 “药王”，

其中医药文化内涵丰富，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孙

思邈中医药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创新驱动成

为实现其活态传承的关键，通过创新可以使古老的中医药文

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2.1 医学理论内涵
孙思邈的医学理论涵盖了多个方面。他在《千金要方》

和《千金翼方》中系统阐述了脏腑辨证论治的方法，对疾病

的认识和诊断有着独特的见解。例如，他强调对疾病的综合

分析，不仅关注症状，还重视患者的体质、生活环境等因素。

在方剂学方面，其著作记载了大量的有效方剂，这些方剂配

伍严谨，体现了中医药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对后世方剂学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2 医德思想价值
孙思邈的医德思想是其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提出了 “大医精诚” 的理念，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

和高尚的品德。在《大医精诚》篇中，详细阐述了医者对待

患者应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媸，皆如至亲之想，这种医德

观念对塑造现代医学伦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2.3 养生文化价值
孙思邈的养生文化也十分丰富。他提倡顺应自然、调

和阴阳的养生方法，包括饮食养生、起居养生、情志养生等。

例如，他主张饮食清淡、有节制，起居规律，避免过度劳累

和情志过激。这些养生理念对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具有

积极的参考价值。

3 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3.1 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性
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师徒传承和家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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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等方式。在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传承中，这种方式虽然保证

了传承的专业性，但传承范围狭窄。由于师徒传承的严格要

求和有限的培养数量，导致能够掌握孙思邈医学精髓的人才

数量稀少。而且，这种传承方式受地域和人际关系的限制较

大，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

3.2 现代科技冲击
现代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部分人群对传统中医

药文化的重视程度降低。在诊断技术方面，现代医学的影像

学、实验室检查等手段具有直观、量化的特点，而孙思邈所

代表的传统中医药诊断方法如望、闻、问、切，在理解和应

用上相对复杂，导致一些人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此外，现

代药物研发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化学药物占据了较大的市

场份额，传统中药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挤压。

3.3 文化环境变化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在人

们生活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流行

文化的影响，对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兴趣不高。

同时，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难以静下心来学习

和了解传统中医药文化中较为深奥的内容。

4 基于现代科技的孙思邈医学传承创新路径

4.1 数字化保存与研究路径

4.1.1 古籍数字化与知识图谱构建
运用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将孙思邈的医学古籍

转化为可编辑的电子文本，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图谱。知

识图谱可以将古籍中的医学知识，如病症、方剂、药物、诊

疗方法等信息进行结构化表示。例如，通过知识图谱可以清

晰地展现某一方剂中各种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以及该方剂

所针对病症的症状特点、发病机制等，为研究人员和学习者

提供全面、直观的知识展示。

4.1.2 大数据分析挖掘潜在价值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孙思邈医学古籍中的数据进行

挖掘。可以分析不同病症的用药频率、药物组合规律等。通

过分析大量方剂的数据，可能发现一些新的药物配伍模式或

潜在的治疗方向。例如，对治疗某一类疑难杂症的方剂进行

大数据分析，找出其中共性的药物成分和配伍特点，为现代

临床研究和新药研发提供线索。

4.2 现代医学技术融合路径

4.2.1 药理研究与现代药物研发
运用现代药理学技术深入研究孙思邈方剂的药理作用。

从分子水平分析方剂中药物成分的作用靶点、信号通路等。

例如，对于孙思邈用于治疗炎症相关疾病的方剂，通过现

代药理研究发现其中抗炎的活性成分和作用机制，以此为基

础，结合现代药物研发技术，开发新的抗炎药物或改进现有

药物配方。

4.2.2 影像学与诊断方法创新
借鉴现代影像学技术，如	CT、MRI 等，研究孙思邈诊

断方法的现代应用可能性。虽然中医传统的望诊与现代影像

学有本质区别，但可以探索如何将现代影像学结果与孙思邈

的诊断思路相结合。例如，通过分析影像学上的形态变化，

结合孙思邈对脏腑气血变化的理论，开发新的中西医结合的

诊断方法，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4.3 教育创新路径

4.3.1 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教育应用
利用	VR	和 AR 技术创建沉浸式的孙思邈医学教育环

境。在	VR	场景中，学习者可以仿佛置身于孙思邈的诊疗现

场，观察他如何诊断和治疗患者，感受古代医疗环境。AR 

技术可以将孙思邈医学古籍中的图像、文字等内容与现实场

景相结合，比如在学习方剂时，通过 AR 设备扫描药物，显

示其在孙思邈方剂中的作用、配伍等信息，增强学习的趣味

性和效果。

4.3.2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
开发人工智能教学系统，根据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学

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例如，通过分析学习者在孙

思邈医学理论测试、临床案例分析等方面的表现，为其推荐

合适的学习资料、案例和练习题。同时，人工智能可以模拟

孙思邈的诊疗思维，与学习者进行交互，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孙思邈的医学思想。

4.4 产业拓展路径

4.4.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以孙思邈的养生理念和方剂为基础，开发中医药健康

产品。例如，根据孙思邈的养生茶配方，结合现代食品加工

技术，生产出具有保健功能的茶饮。同时，可以开发孙思邈

养生保健服务项目，如基于其按摩、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康复

理疗服务，满足现代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需求，推动中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

4.4.2 中医药旅游与文化产业
结合与孙思邈相关的历史遗迹、文化景点，开发中医

药旅游产业。打造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主题旅游线路，游客可

以参观孙思邈故居、纪念馆等，体验采药、制药等传统中医

药活动。此外，开发与孙思邈医学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如

以孙思邈形象或其医学名言为元素的纪念品、工艺品等，促

进中医药文化产业的繁荣，进一步传播孙思邈医学文化。

5 创新驱动孙思邈中医药文化活态传承的策略

5.1 教育创新策略

5.1.1 课程体系改革
在中医药院校及相关专业课程中，应加大对孙思邈中

医药文化的教学比重。构建包括孙思邈医学理论、医德思想、

养生文化等内容的完整课程体系。例如，可以开设《孙思邈

医学思想概论》《孙思邈医德与现代医学伦理》等课程。在

课程教学中，结合现代教学方法，如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等形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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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实践教学拓展
建立孙思邈中医药文化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有机会

参与到对孙思邈古籍的整理、古方的实践应用等活动中。可

以与一些保存有孙思邈文化遗迹的地方合作，开展实地调研

和实践教学。同时，鼓励学生参与中医药文化志愿者服务，

在社区等场所宣传孙思邈的养生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5.1.3 跨学科教育融合
将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

学等进行融合教育。例如，通过研究孙思邈所处的历史背景，

理解其医学思想形成的原因；从文学角度解读孙思邈著作中

的语言艺术和文化内涵；从哲学层面分析其医学思想中的天

人合一等哲学观念。这种跨学科教育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提

供多维度的支持。

5.2 产业拓展策略

5.2.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以孙思邈的养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

例如，开发孙思邈养生茶、养生药膳等产品。结合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和质量控制标准，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健康食

品。同时，可以建立孙思邈养生文化主题的养生馆、疗养院

等机构，提供包括针灸、推拿、中药熏蒸等传统中医药养生

服务项目，满足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5.2.2 中医药旅游产业开发
利用与孙思邈相关的历史遗迹、文化景点等资源，开

发中医药旅游产业。打造孙思邈中医药文化旅游线路，如参

观孙思邈纪念馆、其曾经采药的山区等。在旅游过程中，游

客可以体验中医药文化，如学习采药、制作中药香囊等。此

外，还可以开发与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相关的旅游纪念品，如

印有孙思邈名言的扇子、印有中药图案的手帕等，增加旅游

产业的文化附加值。

5.2.3 中医药产业创新研发
鼓励企业以孙思邈的方剂为灵感，进行中医药新产品

的研发。例如，对一些传统方剂进行剂型改革，开发出更方

便使用的现代剂型，如将传统的丸剂改为口服液、贴剂等。

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基于孙思邈中医药文化创新研

发的产品和技术申请专利，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3 文化传播创新策略

5.3.1 文化活动创新
举办以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节、学术研讨

会等活动。在文化节中，可以设置中医药文化展览、传统中

医药技艺表演、孙思邈养生知识竞赛等环节。学术研讨会则

可以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研

究成果和传承发展策略。此外，还可以开展孙思邈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通过讲座、表演等形式，

将中医药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5.3.2 文化作品创作与传播

鼓励创作以孙思邈为题材的文化作品，如小说、漫画、

影视作品等。通过这些文化作品，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孙思

邈的生平事迹、医学成就和医德思想。例如，可以创作一部

以孙思邈为原型的历史剧，展现他在古代医疗环境中的艰难

探索和伟大贡献。这些文化作品可以在电视台、网络视频平

台等媒体上播放，吸引更多观众，提高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5.3.3 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孙思邈中医药文化推

向世界。在国际中医药学术会议、文化展览等活动中，展示

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与国外的中医药研究机

构、文化机构合作，开展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国际研究项目

和文化传播活动。通过翻译孙思邈的著作和相关研究成果，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和认识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

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6 结论

孙思邈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极

高的医学、文化和社会价值。在现代社会，面对传承中出现

的问题，通过创新驱动的策略，包括教育创新、科技融合、

产业拓展和文化传播创新等，可以实现其活态传承。这些策

略相互关联、相互促进，能够使孙思邈中医药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与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深度融合，不仅可以传承和

弘扬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

益的支持，如为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思路、为医学伦理建设提

供借鉴等。未来，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和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持续推进孙思邈中医药文化的创新传

承，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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