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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背

景下,歌曲创作融合中医文化在高校中的推广,不仅能契合高校学生的审美喜好,提升中医文化的接受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是

对中医文化的创新性转化。 因此应采用不同形式的歌曲创作方式(包括根据中医歌赋谱曲、根据现有曲谱填词、原创词曲),
以多方联动的模式提升中医歌曲创作的质量,并以高校美育和多媒体为推广路径,不断提升中医歌曲在高校的影响力,为促

进中医药事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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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

宝库的钥匙。 2019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

精华精髓,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

民教育始终。”在高校推广中医文化,培养青年学子了解中

医药、认知中医药、相信中医药、享受中医药的格局,将为中

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医文化推广

的形式有很多,就目前在高校推广中的困境而言,如何以歌

曲创作的形式来提升中医文化的影响力是本文要探讨的内

容。 本文将从歌曲创作与中医文化融合的意义、融合的方

式及推广的路径三个方面来探讨上述问题。
1　 中医文化在高校中推广的困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中医的认识有了逐步提升,
中医文化的推广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以中医科普类的电

视节目,中医知识科普讲座,中医类书籍、科普读物、报刊

及影视剧等为载体进行推广[1] 。 然而,对于高校学生来

说,传统的推广形式多是“专家表述为主” “知识单向输出

为多” [2] ,在经济发达的今天,已无法完全适应和满足青年

人的习惯和喜好。 同时高校学生专业学习任务繁重且时

间精力有限,特别是对于非医非药类专业的大学生来说,
常觉得中医语言艰涩且通俗不足,难以理解和吸收其中深

意,大部分学生对中医文化兴趣不浓,主动性认知不够。
因此丰富和创新中医文化的载体是促进其在高校推广的

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

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实现对中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双创”显得

尤为迫切。

2　 歌曲创作融合中医文化的意义

2. 1　 歌曲创作是对中医文化“韵文歌括”特征的创新转化

　 2018 年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
以“和诗以歌”的形式为载体,将中华经典诗词与歌曲创作

相结合进行演唱推广,实现了中华诗词的“双创”。 其中很

多朗朗上口的歌曲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唱,并一度在高校

掀起了“诗歌热”现象。 在中医药发展史中,医学与文学诗

歌一直都是紧密结合的。 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便
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载药物的书籍,其中记录的各种花草药

物约达 149 种。 在中医古籍中,就有将近 1500 种歌赋类医

药文献,如《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 《濒湖脉学七言诀》
《药性赋》《药性歌括四百味》 《汤头歌诀正续集》 《医学三字

经》《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 《 针灸经穴歌赋选编》
等[3] 。 韵文歌括不仅丰富了中国诗歌文化,增添了中医文

化的艺术元素,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蕴含

着中医文化的医道、医理与医术,为歌曲创作融合中医经典

文化的创新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2　 歌曲创作契合高校学生的音乐审美喜好,能提升中医

文化的接受广度和深度　 音乐一直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现在的青年学生更是离不开音乐,听歌、唱
歌已成为高校学生的主体音乐活动之一,因此歌曲创作融

合中医文化必然有着广泛的接受度。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

的浸润下,中医文化所蕴含的伦理特征和道德追求,不仅具

有丰富的思政教育文化内涵,而且与立德树人之间有着高

度的价值契合。 通过歌曲的演唱,不仅能将中医文化内化

于心,还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人文德育作用。 如古老的中医

典籍《本草纲目》被时下年轻人追捧,不仅是因为它凝结着

先人“尝百草”的智慧和勇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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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创作的歌曲《本草纲目》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这首歌

曲以中医药文化提倡民族精神,歌词创作中用到了 16 种古

老的药材名,不仅助推了更多人去主动了解这部古老的中

医典籍,更是增强了青年人的中医文化自信,其深远的意义

远远超过了歌曲本身。
3　 歌曲创作融合中医文化的方式

　 　 一首歌曲是基于歌词和旋律两个主体构成的。 在与中

医文化的融合中,歌词内容既要承载中医文化的内涵,又要

具有可唱性,因此需讲究诗歌性与通俗性的统一。 旋律的

风格决定着歌曲的受众度,因此,应该选用市场化、大众化

与娱乐化较强的通俗音乐风格。 基于以上两个原则,歌曲

创作融合中医文化可以采用如下 3 种方式。
3. 1　 根据中医歌赋谱曲 　 此类歌曲的歌词可从歌赋类医

药文献中选取,在保留原文的基础上,必要时可增加通俗化

的文字加深受众对中医文化的理解,旋律应结合歌赋的声

韵特点进行创作以求达到词曲风格统一。 如歌曲《医药童

谣》的歌词取材于明代医家龚廷贤所著的《药性歌括四百

味》:“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黄芪性温,
收汗固表,托疮生肌,气虚莫少”,具有对仗工整、语言凝练、
通俗易懂的特点,旋律的创作上则采用了歌谣体形式,音域

不宽、颇显童真,便于记忆和演唱,4 / 4 拍的运用更是增强了

歌曲的抒情性,以轻松快乐的曲调向大众科普了中医药性,
推广了中医养生文化。
3. 2　 根据现有曲谱填词 　 此类歌曲的旋律应选择大众较

熟悉的、传唱度较高且主题积极正面的歌曲进行填词。 如

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的医者填词的《中医佑华夏》就是根据大众耳熟能详的

歌曲《国家》改编,词作者将歌曲本体中的家国情怀与“大医

精诚”的中医精神融合在歌曲中,向大众传递了中医的战

“疫”力量,在高校及社会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又如湖南

中医药大学学生谢清华填词的《你来的针是时候》则是根据

歌手徐千雅演唱的《你来的正是时候》改编。 歌词:“针来得

正是时候,打通人体的经络。 调畅了气血的过错,绽放你的

眉头。 灸来得正是时候,温热冰封的失落。 艾味都回荡在

门口,等你已经太久”,准确把握住了歌曲宁静悠远的意境,
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赋予了中医针灸温

情的活力,再结合极富中国风韵味的歌曲旋律进行演唱,让
人不禁对古老的中医针灸文化充满美好畅享。
3. 3　 原创词曲 　 此类歌曲的歌词创作应主题鲜明且对中

医文化有较高的提炼能力。 同时,在旋律的创作上应注重

音乐的时代性与主流性。 如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樊新荣博士

作词,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养生分会编曲的歌曲《中医

谣》,就是一首原创词曲与中医文化融合的优秀之作。 歌曲

旋律采用了中国民族五声调式,配器以民族乐器为主,融入

朗朗上口的童声念白,极富中国传统文化韵味。 歌词“阴阳

五行明,脏腑经络精,理法方药多变通,精髓在其中” “一个

整体观,两个总纲领,三因四诊五行断,六淫七情八纲辨,未

病须先防,既病乃防变,千年中医寰宇显,保我炎黄子孙

健”,将中医文化高度浓缩,以《黄帝内经》等为基础,每一句

歌词都可在中医名著中找到出处,向受众传达了中医文化

的基本核心要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　 歌曲创作融合中医文化的推广路径

4. 1　 多方联动“创”医歌　 在中医文化融合歌曲的创作中,
歌词的科学性、实用性、通俗性是灵魂,旋律的可听性、可唱

性、可赏性是关键。 应积极提倡和鼓励专业音乐人、音乐爱

好者、中医院校师生、中医医院医师进行词曲创作,增加歌

曲的创作量,提高中医文化的参与度,广泛形成中医文化歌

曲创作氛围。 但音乐人往往不懂中医理论,中医学者往往

不懂歌曲创作技法,因此经常会出现歌词内容宽泛、知识传

达有误、中医文化内涵缺失、旋律音调不易传唱、不受青年

人欢迎等问题。 笔者认为实现“音乐人”和“中医人” 的联

动,是创作出高质量中医歌曲的有力保证。 中医院校与音

乐院校应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跨校合作,为中医歌曲创作提

供平台,同时可聘请相关中医教师、音乐作曲教师作为双方

高校的客座指导,对中医知识的科学性和歌曲创作的专业

性进行双向把控,实现音乐与中医的学科资源优势互补,共
同创作出一批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可听性、可唱性的中医

系列佳作,并依托音乐制作形成数字音乐,从而实现中医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文化也以内显的形式

实现了跨学科推广。
4. 2　 高校美育“唱”医歌　 高校美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组

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美育承载着传承和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中医文化歌曲的推广可全方位融入

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艺术展演“四位一体”的美

育推进机制中。 第一,高校教师可将歌曲教学融入到音乐

课程中,助力中医文化融入课堂。 第二,高校团委可开设多

种多样的中医歌曲演唱实践活动,助力中医文化融入校园。
如开展“唱响中医”的合唱比赛、校园歌手大赛、举办“师生

同唱医歌”的主题文化活动等。 第三,医学院校可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积极申办、承办“医学人文”主题类的艺术节,以此

加强院校交流、扩大中医文化在高校的影响力。 如 2018 年

由温州医科大学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医学人文合唱节”,
就吸引了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二十多所高校参与,来自不同

高校的学生以合唱的形式同唱原创医学人文主题歌《杏林

之爱》《春天的使者》,并邀请了医学界和音乐界不同领域的

专家与高校学子共同探讨音乐与医学的关系,将医学、音
乐、人文之间的意涵变得更加豁达与宽广。
4. 3　 多媒体互通“传”医歌　 中医歌曲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多元化传播,离不开多媒体互通。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信

息交互的重要通道,通过网络,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信

息风暴的中心。 中医歌曲应当充分借助互联网的巨浪,从
高校学生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出发,以手机、电脑为载体的

微博、微信、公众号、Facebook、腾讯 QQ、音乐 APP、视频播放

App 和直播平台等媒体为依托[4] ,实现中医歌曲的全方位

推广和传播。 (下转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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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　 　 结

　 　 歌曲创作融合中医文化不仅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文化

的有效手段,更是实现中医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有力方式。 在歌曲的创作中,应以中医文化为本体,将中

医医理、医道与医术根植于歌词,应以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旋

律展现歌曲的时代性与主流性,以多元化的创作方式和推

广路径提升中医歌曲在高校的影响力,切实通过音乐与中

医的融合,培养青年学子主动了解、认知、相信并享受中医

文化的格局,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医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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