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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海外中医专家讲述百年国际中医史  

——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中医药创新系列讲座第二十三讲暨“百年中医史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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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中医药创新系列学术讲座第二十三讲暨“百年中医史研究”国际学术研

讨会，特邀英国中医药联合会主席马伯英教授、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薛长利教

授、意大利中医药学会会长何嘉琅教授、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原会长李永明博士等四位海外中医专家进行

了专题讲座。张伯礼院长、刘保延常务副院长、杨友群副院长和我院130余位科研人员参加了讲座。刘保延

常务副院长主持了讲座。  

    张伯礼院长在致辞中着重阐发了百年中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提出，随着中国与世界科技的发展，

中医药在其中的命运就显得非常重要，开展百年中医史研究应时应势，今年正值甲午战争120周年，更应结

合历史时代的步伐，思考中医问题。在开展中医史研究方面，张院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记住历史。中

医的百年史如何去研究，不单单是学术问题，更是传统和现代如何有机结合的传承与发展的问题。第二，

要研究历史，以史为鉴，进行史料的分析、挖掘与提炼。中医在某些历史阶段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推动

自身进步，进步的同时如何做好传承，如何做好创新，从这个角度思考，研究历史。第三，发展历史，启

迪未来。当前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是正确的道路，创新驱动要抓机遇，创新驱动要抓核心技术，创新驱动要

抓体制改革，创新驱动要抓人才。张院长提出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势在必行，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

力，开展百年中医史研究也将起到奠基作用。  

    马伯英教授以“中医在英国”为题首先发表演讲，他从百年前中医传入英国的先声谈到20世纪70年代

中医在英国始放异彩，及至中医、针灸在英国的发展，中医机构组建、中医教育、中医药科研等方面被广

为传播，展现了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历史画卷。“风雨飘摇三百余年，中医终于在英国落地生根”，马伯

英教授的演讲中洋溢着中医人的豪情。同时报告也客观阐述、分析了中医在英国遇到的问题与困境，提出

解决问题，走向未来要凝聚国内外中医力量，在海外弘扬中医，弘扬中华文化。  

    薛长利教授以“澳大利亚中医药发展概况”为题，阐述了澳洲中医药的历史，以及中医药管理与注册

认证政策、教育体系、科研体系的变迁，着重讲述了中医药立法的坎坷历程和已经渐成规模的澳洲中医药



体系。他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发展分成淘金时期、平稳发展时期、新移民时期等三个发展阶段，他分析认

为近年来随着中医针灸等补充疗法被纳入健康保险体系，澳洲接受中草药、针灸、推拿、药膳食疗、气功

等中医服务的比例大为提高，中医药正处于发展活跃阶段。同时，中医药在澳洲发展应进一步提高政策的

一贯性和规范性，加强中医药、标签和配药安全的管理，制定课程认证办法等，促进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和

行业良性发展。  

    何嘉琅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百年中医在意大利发展与思考”。他提出，中医药在意大利起源于20世纪

70年代，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介绍了中医针刺麻醉，“从此推开了中医走向西方

医学的大门”。报告全面讲述了中医药伴随中意外交发展的历程，以及海外华裔中医人的奋斗经历。他认

为，中医作为中国人原创的传统医学，近三十年来在海外迅速发展，登上了世界医学的大舞台，这是中国

人对当代世界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机遇，制定海外中医发展的国家战略，因势利

导，已是刻不容缓。  

    李永明教授以“美国中医药：四十年前的拐点”为题，从“尼克松访华引发针灸热的｀美丽的传说

＇”切题，生动地讲述了中医药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他认为尼克松访华引发的针灸热并没有“昙花一

现”，而是入乡随俗，根深叶茂，遍地开花。他将针灸在美国得到持续发展的原因总结为五个关键因素，

称之为“中医西进的五大法宝”。这五大法宝是，“媒体公关”开启了针灸西进的前奏，针灸疗法的“实

用有效”赢得了西方民众的喜爱和接受，“立法管理”为针灸发展提供了保障，“独立诊所”的行医模式

为患者就医提供了方便，“科学研究”得出的证据是针灸能否被西方医学科学界和现代社会所接受的关

键。  

    讲座结束后，刘保延常务副院长向马伯英等四位教授赠送了讲座纪念牌。刘保延指出，中医药、针灸

源于中国，已走向世界，成为了世界医学或者世界健康领域不可或缺的防病治病手段，在总结历史经验的

同时，更应关注、思考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祝百年国际中医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学术管理处 医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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