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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引领中医医院发展

               —以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

张文富 1，王振常 2，戴铭 3

1.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仁爱分院，广西南宁 530001；2.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脾胃肝病科，广西南宁 
530201；3.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西南宁 530200

[摘要] 医院的特色文化是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旗帜，也是关键举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弘扬中医

药文化有着指导性作用，对基层中医医院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实

际情况，阐述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医院发展的重要性，从塑造精神、彰显特色、规范行为等三个方面

举例说明了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引领中医医院发展中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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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the hospital is an important flag and a key measure to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TCM hospitals. Com⁃
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hospitals, and illustrat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 from three aspects: shaping spirit, high⁃
ligh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tandardiz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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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而又有

深远意义的关键组成部分[1-2]，也是融入课堂思政

的重要部分[3]，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古代哲

学思想[4]。在新形势下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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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

一[5-6]，是助推我国优秀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7]，是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8]，也是一项落实党

中央政策而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

要举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医是我国不

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发展史上起着关

键作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健康，给中华民族带来

了希望，给文化科学带来了借鉴，是我国不可多得

瑰宝，也是见证中华文明的宝藏。”文化是一种无形

的力量而又不可估量，中医药文化是所有中医医院

发展的根基、灵魂与支撑力量[9]，对推进现代化医院

管理有着现实意义与重要作用[10-12]。中医医院是

广大人民群众感受中医药文化、治愈身体疾患并了

解中医药文化、继而认可传统医学的主要场所，中

医医院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与文化的竞争[13]。
因此，使老百姓从浓厚的中医药文化中接受中医药

已成为中医医院面临的关键问题。

1  塑造精神，文化引领

1.1  院训

医院的院训为悲悯为怀，精益求精。所谓悲悯

为怀，就是悲患者之悲伤、悯患者之怜悯，既体现了

医生广阔的胸怀、豁达的胸襟，又体现出医生与患

者之间的和谐与平等的人文主义。而精益求精，不

仅要求医务人员要有精湛的医疗业务知识水平，也

要有追求精神、医德的更高境界，以便更好地为病

人服务。医院院训言简意赅，是医院管理的准绳，

是全体员工奉行的思想规范。

1.2  宗旨

医院的宗旨是以患者为中心，促进社会和谐。

医院的办院宗旨是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想患者之

所想，忧患者之所忧，使病人从中获益。建立医院

的初衷就是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与医学的初

心是一致的，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使整个社会健康

和谐发展。纵观世界上所有医院的建立与定位，无

论在任何社会背景下，无不是把保障全体人民健康

作为医院生存发展的原则与立院之本。医院的宗

旨充分体现了医院的办院初心与使命，也充分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1.3  精神

医院的精神是仁爱、敬业、精进、务实。中医医

院的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高尚情

操的价值体现中展示得淋漓尽致，中医药文化价值

观念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智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提高中医医

院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中医

医院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为了充分体现医院着实围

绕“仁、和、精、诚”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为了更好地

体现医院精神内核，医院于 1999年建立了以仁爱为

重点特色的一个仁爱分院，这也是中医药文化与中

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观。在庚子春疫

来势汹汹之际，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医院数十

名医护人员白衣执甲，出征湖北，驰援武汉，展现了

最美逆行者身上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北宋著名教

育家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医院

风采与精神价值观，是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无畏无惧、人民至上”精神的体现，也

是对“大医精诚”的最好诠释。

1.4  理念

医院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医院以人为核心，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一位成功的中

医医生，单靠某个领域精湛的医疗技术是远远不够

的，同样的道理，一个成功的中医医院单靠先进的

仪器设备也是不够的，成功的中医医院不仅涵盖了

优秀的医疗技术水平与先进的仪器设备，还要把坚

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贯穿于整个医院发

展的始终。医院的价值观念是医院文化的重要灵

魂，决定着医院的发展方向，决定着能否赢得医务

人员与患者的信任。处理好医院发展与医务人员

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关系，切实

维护好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与患者的自身权益，更

能凝聚员工精神，赢得百姓信任。

2  彰显特色，文化渗透

2.1  外部建筑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医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与预防保健养生的

重要场所，也是最能展示与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关键

窗口。很多中医医院都有各自的地标建筑，譬如北

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岐黄殿、开封中医院的鼓

楼等，医院的环境自然而然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主要

载体[14]。别具一格的中医药文化不仅可以使患者

感受到就诊环境的舒畅、诊疗过程的愉悦，最重要

的是能使病人舒心地认识、了解、接近、体验中医，

从而认同中医、相信中医，更是中医医院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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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内容[15]。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尤

显突出，在整体的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中医传统文化

的元素。医院综合门诊楼与住院大楼的设计风格

彰显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民风民俗的有机

结合。大楼顶部双塔五层递次而上，融入高空，体

现中医五行学说中相生循环之寓，且交汇使用广西

本土少数民族之侗族“风雨桥”大气磅礴的风格与

中医药古典的美。

2.2  内部装饰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医院内部装饰以书画、石砖、实木、金属材料雕

饰等作品装饰环境，充满了古风古韵。门诊各诊室

均是传统装修风格，带回字文的木门，古色古香的

诊桌诊椅均是实木材料所制，诊桌依据“天圆地方”

理论所设计，体现了中医文化的厚重感。诊室墙上

悬挂国内名家书画作品，诊室过道悬挂诸多养生保

健与古代医家典故，彰显丹心传承岐黄；也悬挂诸

多特色诊疗、经络腧穴、中医现代格言书画，突显汗

水浇灌杏林等中医药科普，营造浓郁的中国传统文

化气息。医院大楼广场前放置有形似观音的文化

石，石上刻着临摹书法名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笔迹

“仁慈护众”字样，与医院“悲悯为怀、精益求精”的

院训完美契合，时刻提醒医院医护人员以仁爱之

心，呵护百姓生命健康。医院将“八桂名医馆”打造

成为 1 个名副其实的中医名家文化展示馆，陈列了

包含多学科中医药文化在内的全国名老中医专家

学术传承工作室。工作室内部装饰中融入壮族特

有的铜鼓、壮锦元素以及古典“福纹”图案，配置了

具有中医、民族医文化元素的教学用具和资源。让

门诊六层俨然成为八桂名医、壮医博物馆，文化氛

围十分浓厚。

2.3  文化亮点区域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医院的中医药文化专题展示使医院俨然成为

一所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大型展览室和博物馆。其

中，医院着重打造的 3 个文化展示场所，已经成为

“观光亮点”。医院将门诊一楼大堂及二楼统一进

行文化装饰，打造一条具有医院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展览线路，使来院患者及家属能直面感受中医药文

化。此文化展览线路既充满古风古韵，又兼顾趣味

性和科普性。除了运用文化石、古木对联、青花瓷

器、传统书画等古典的艺术装饰外，还设有“神农氏

尝百草”“橘井泉香”“华佗在世”“李时珍问药图”

“杏林春暖”等突出中医典故的砂岩雕塑。门诊大

厅左右两侧墙面上分别悬挂隋唐名医且有“药王”

之称的孙思邈画像及其“大医精诚”全文书法，还有

与张仲景并称“建安神医”的华佗之画像以及医者

救人于病痛的“悬壶济世”书法，浓郁的中医药文化

氛围贯穿整个门诊大厅，韵味十足。挂号大厅便民

服务台两侧分别悬挂两幅寓意“天人合一”“自强不

息”传统思想的金砂铜丝装饰画，展现中华文化生

命和宇宙之间和谐统一，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传

统观念。此外，还设置了充满科普性的道理药材展

示区、名贵与珍稀药材展示区、水晶封制药材展示

区、优劣药材对比展示区、彰显特色的院内制剂展

示柜与能调理治疗多种疾病的膏方展示柜、中药传

统制药工具展示柜、“汤头歌”木雕板等，使患者和

家属能更好地了解中医药知识，培育广大群众对中

医的认同感。

2.4  特色区域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

医院中医治未病中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区域，诊疗环境渗透天人合一、上工治疗所重视的

四气调神的中医文化韵味，融合阴阳五行藏象经络

的中医文化元素，结合五运六气布局色调优雅清

新，为就诊的患者打造了一片心灵的绿洲。随处可

见中医经典字画、木刻对联以及历代医家对中医养

生的名言警句、诗词歌赋、思想经典等墙画，还设置

了常用饮片、膏方展示柜，展出中心自行开发研制

的中医药养生药酒、药茶、药膏、药枕和香囊等中医

药产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医药文化深刻的思想内

涵和鲜明的艺术魅力。

3  规范行为，文化强院

3.1  在传承中规范行为

医院员工的行为规范是中医人文精神的关键

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人文医院的重要内容，可以提

升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医院重视读经典、跟名师、

践临床。在每年一度的院内师承教育中，医院都有

特定的青苗计划与师承拜师礼仪。中医药与中华

武术、中国书画并称一源三歧，而其传承形式一直

都是靠师徒口传身授。在拜师仪式上，弟子要讲究

尊师重道，行跪拜礼、奉拜师帖、敬茶献花，以示崇

敬老师之意，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授只有通

过真正的薪火相传才能名正言顺。老师回礼时要

授予收徒帖并赠葫芦，寓传道授业解惑之意及“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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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济世”的中国传统礼仪，突出“非仁爱不可托，非

聪明不可仁，非淳良不可信”。中医药文化核心价

值观对提升护士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有着积极

作用[16-19]，医院每年还定期举办护士节新护士授帽

仪式与坚守职业初心宣誓仪式、奉行革命人道主义

精神而不负白袍荣光的“南丁格尔护士誓言”宣誓

仪式、医师节坚守救死扶伤信念和护佑人民健康宣

誓仪式等一系列体现中医传统文化的活动，通过传

统礼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救死扶伤、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文明行医”的崇高医德与精神风貌，践行

“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医院强调道德修养、文化

修养、情操修养，医院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与工作性

质，制定出科室与部门的行为服务规范，注重专业

素质，灌输敬业精神。开展医护礼仪培训，形成具

有显著中医药文化特色与少数民族地方特色相结

合的医院基本礼仪、接待患者的姿态眼神与微笑礼

仪、弘扬师道传统礼仪等，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礼

仪之邦”的素质与风貌。

3.2  在发展中规范行为

医院每年均开展一些将中医药特色融入医院

各项工作的中医活动，如“中医养生项目展”“趣味

辨别中药活动”“中医外治项目展演”等，带老百姓

走出“看中医就是吃中药”“养生是老年人的事”的

误区，营造出学中医、信中医、用中医、传承和发展

中医的浓厚氛围。医院还成功创办了一所汇聚有

国医大师[20-21]、全国名老中医、桂派名中医、广西名

中医、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导师、壮瑶医药专家成方

阵的仁爱分院，创建了名老中医品牌，堪称广西纯

中医“名人堂”，营造了浓烈的中医氛围，成为广西

首家纯中医的公立医院，让中医药文化渲染得淋漓

尽致。医院还定期开展“青年文明号”“星级护士”

“党员服务示范岗”“我身边的优秀医生”“十佳优秀

教师”[22]等形式各样的服务评比活动，并在医师节、

护士节或全院年终总结大会上进行表彰，弘扬先

进，树立典型，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医院环境。

3.3  在管理中规范行为

中医医院的管理在世界上充分彰显了中国特

色，有其特有的核心要素。医院的管理与中医药文

化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现

代管理的充分结合在医院众多科室中是取得理想

实践效果的[23-28]。员工的行为举止与形象既可以

反映出个人的素质与修养，也可以反映出医院的整

体形象与医院的文化素养，所以医院根据实际情况

制订了一系列反映出中医药文化特色的管理办法，

如《促进中医药特色发挥的若干管理办法》《促进八

桂壮瑶医特色发挥的补充管理办法》《优化医疗服

务水平，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奖励措施》等，把发

挥中医药、壮瑶医药特色优势的主要措施与业务手

段纳入到临床科室医疗质量考核与绩效分配。管

理办法中鼓励“西学中”，倡导精读中医典籍，分享

中医治疗成功案例。管理办法中还列出有很多中

医特色与文化浓厚的科室，鼓励护士们观察舌象、

脉象，鼓励护士开展中药穴位贴敷、贴耳穴等，从细

微入手，从点滴做起，并已成功开设了中医经典病

房、中医护理门诊，使用中医辨证施护，使优质的中

医服务与中医治疗措施充分地应用到临床工作中，

形成中医医院特有的医疗行为规范。医院免费为

职工发放抗疫中药汤剂，还免费教授太极拳、太极

剑、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养生方法，熏陶职工的高

尚情操，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提高职工的人文素质。医院在宏观管理中融入

中医健康管理、档案管理等中医特色战略，使医务

人员在用中医治疗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医的神奇疗

效，感受到非药物疗法的惊奇效果，感受到人民群

众对中医药的喜爱和需求，培养医护人员运用中医

药知识、优先选择中医药的习惯，从而激发医务人

员学习与研究的自觉性、积极性，树立了终身学习

的学习理念，也符合了“管理出绩效、管理出效能”

的理念[29]。
纵而观之，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是一种力量。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大力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与传承中医药文化、提高医

务人员道德素养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

践。党的十九大以来，整个医院在党建引领文化建

设的领域中，充分展现了中医壮瑶医药特色，打造

了“中医院姓中”“中医经典出疗效”的中医文化品

牌，在促进医院医、教、研等各方面工作中取得了显

著成效，也证明了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引领中医医院

发展中有一定现实意义与社会效应。医院在培育

中医药文化为导向的高层次与深内涵上付出了诸

多努力，持续深化中医药内涵让中医药文化渗透到

医院的每个角落，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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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医药文化方面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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