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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院校大学生
中医药文化符号观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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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例,分析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的认知现状,为中医药院校加强大学生中医药文

化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及提升校园文化软实力提出建议和对策。 方法:采取随机方便取样,运用自编的“大学生中医药文化符

号观调研问卷”对 300 名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292 份。 结果:1)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认为最具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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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医药文化符号依次为针灸、中药、黄帝内经、太极八卦、悬壶济世、辨证论治、五禽戏、国医馆、银针、国医节;2)中医药院

校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的认知存在性别和年级(学历)的差异。 结论: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具有一定认

识,整体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符号具有更高的认同度,应进一步加强精神文化符号的挖掘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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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符号作为高度浓缩的文化形态,是经过历史积淀

形成的、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典型的文化表征。 文化的创造

性、先进性、特殊性,最终都要转化为符号的形式,才能得以

保存、理解、传播和发展[1] 。 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与其说

人是理性的动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 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
通向文化之路” [2] 。 文化符号既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标志,也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更是文化传承

与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 深入挖掘、培育和传播文化符号,
对于改善和提升某一文化的软实力、知名度、美誉度具有重

要价值和意义。 王一川等[3] 在全国 24 所高校首次考察了

我国大学生对 270 项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与评价状态,最具

代表性的前 10 项分别是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
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其中中医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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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位。 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表征,中医在数千年的生产生

活和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塑造了自身具有高度影响力的

象征形式系统,即中医药文化符号。
中医药文化符号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医疗实践和历史沉

淀而被历代医家和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中医药典型表征形

象,是中医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是本质体现中医

药文化理念、文化内涵、核心价值的载体。 中医药文化符号

包括物质文化符号和精神文化符号,如针灸等治疗手段、张
仲景等著名医家属于物质文化符号,而《黄帝内经》等经典

著作、大医精诚等医德思想则属于精神文化符号。 进一步

挖掘、培育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符号,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促使中医药成

为群众促进健康的自觉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1. 1　 调查对象与内容 　 本研究以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作为

调研对象,主要对以下问题展开调查和讨论:1)大学生对中

医药文化符号代表性程度的评价;2)大学生对不同类别中

医药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评价;3)遴选出在大学生群体中

最具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十大中医药文化符号;4)不同性

别、年级等人口学特征差异下的大学生中医药文化符号观

的差异。
1. 2　 调查方法　
1. 2. 1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
项目初筛等方式,对入选调查问卷的中医药文化符号进行

筛查和确定。 根据殷晓月[4] 在中医药社会形象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中提出的评估框架,以及梁田田[5] 开展的中医药社

会形象测评量表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制定了包含 120 个中医

药文化符号的初筛词表。 在 100 人的小样本范围内对初筛

词表的代表性程度进行测评,剔除部分评分较低的项目,并
请中医药文化研究专家进行调整和补充,最终确定用于本

次调查的 94 个中医药文化符号。
1. 2. 2　 调查指标　 本问卷按照内容分类法,将 94 个中医药

文化符号区分为 11 个类别。 其中, 中国传统文化类

有 12 个,如炎黄二帝、太极八卦、周易文化等;中医基本理念

类有 9 个,如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望闻问切等;中医代表人

物类有 9 个,如扁鹊、张仲景、孙思邈等;中医经典著作类有

7 个,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医

德理念类有 8 个,如悬壶济世、杏林春暖、橘井泉香等;中医

医疗技术类有 9 个,如中药、针灸、刮痧等;中医医疗器械类

有 9 个,如药葫芦、银针、艾条等;中医知名药物类有 11 个,
如山东阿胶、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等;中国传统节日类有

8 个,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传统保健功法类有 6 个,如
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中医社会组织类有 6 个,如中医

医院、国医馆、中华老字号药店等。
1. 3　 测量方法 　 本研究对中医药文化符号采用绝对测量

法和相对测量法 2 种方式进行测量。 绝对测量法是让受访

大学生对每一类别的中医药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进行五点

量表的评分(1 分表示推广价值最低,5 分表示推广价值最

高)。 相对测量法是让受访大学生在每一类别的中医药文

化符号中分别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3 个。
本研究在评选最具代表性的 10 个中医药文化符号时,

采用加权百分比作为指标。 某一符号能否作为最具代表性

的中医药文化符号,取决于在所属符号类别中的选中率和

所属符号类别在推广价值中的重要性排序指数 Wi 的加权

百分数,即 c·Wi。 其中 c:所属符号类别中的选中率;Wi =
∑xn·αn(n = 1,2,3,4,5);xn:选择某一评分的被试百分比;
αn:与该评分对应的被试的选择率。
1. 4　 抽样方案　 本研究的调查样本采取随机方便取样,于
2019 年 12 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292 份,回收率为 97. 33%。 从性别分布来看,受访者中

女生为 204 人,男生为 88 人;从学历分布来看,受访者中本

科生为 194 人,硕士研究生为 60 人,博士研究生为 38 人;从
年级分布来看,受访本科生中大一学生为 44 人,大二学生为

62 人,大三学生为 54 人,大四学生为 34 人。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

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
2　 调研结果

2. 1　 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项目的选择结果　 按照选中

项目由高到低排序,中国传统文化类依次是太极八卦、炎黄

二帝、周易文化;中医基本理念类依次是辨证论治、阴阳五

行、望闻问切;中医医家人物类依次是张仲景、扁鹊、孙思

邈;中医经典著作类依次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

纲目》;中医医德理念类依次是悬壶济世、大医精诚、杏林春

暖;中医医疗技术类依次是针灸、中药、推拿;中医医疗器械

类依次是银针、火罐、艾条;中医知名药物类依次是六味地

黄丸、云南白药、安宫牛黄丸;中国传统节日类依次是国医

节、重阳节、端午节;传统保健功法类依次是五禽戏、八段

锦、易筋经;中医社会组织类依次是国医馆、中医医院、中华

老字号药店。 (见表 1)
2. 2　 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推广价值的评价结果　 本研

究采用重要性排序指数 Wi 作为中医药文化符号的推广价值

的统计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11 类中医药文化符号的推广价

值从高到低依次是:中国传统文化(29. 4%)、中医医德理念

(28. 7%)、传统保健功法(27. 5%)、中医医疗技术(27. 3%)、
中医经典著作(26. 8%)、中国传统节日(26. 3%)、中医知名药

物( 26. 1%)、 中 医 基 本 理 念 ( 26. 0%)、 中 医 医 疗 器 械

(25. 5%)、中医代表人物(25. 0%)、中医社会组织(23. 2%)。
2. 3　 最具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中医药文化符号评选结果　
本研究采用选中率和重要性排序指数 Wi 的加权百分比作

为统计指标,从 94 个中医药文化符号中遴选出 10 个大学生

群体中最具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中医药文化符号。 研究

结果表明,按照加权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是:针灸(2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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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 项类别中选择率排名前 3 的中医药文化符号

类别 选项 人数(人) 选中率(%)
中国传统文化 炎黄二帝 181 62. 0

太极八卦 222 76. 0
周易文化 155 53. 1

中医基本理念 阴阳五行 217 74. 3
辨证论治 239 81. 8
望闻问切 118 40. 4

中医代表人物 扁鹊 152 52. 1
张仲景 231 79. 1
孙思邈 148 50. 7

中医经典著作 《黄帝内经》 266 91. 1
《伤寒杂病论》 215 73. 6

《本草纲目》 151 51. 7
中医医德理念 杏林春暖 125 42. 8

悬壶济世 220 75. 3
大医精诚 207 70. 9

中医医疗技术 中药 264 90. 4
针灸 266 91. 1
推拿 160 54. 8

中医医疗器械 银针 235 80. 5
艾条 140 47. 9
火罐 150 51. 4

中医知名药物 云南白药 154 52. 7
安宫牛黄丸 120 41. 1
六味地黄丸 198 67. 8

中国传统节日 国医节 226 77. 4
端午节 125 42. 8
重阳节 126 43. 2

传统保健功法 五禽戏 223 76. 4
八段锦 213 72. 9
易筋经 177 60. 6

中医社会组织 中医医院 245 83. 9
国医馆 262 89. 7

中华老字号药店 206 70. 5

中药(27. 6%)、《黄帝内经》 (24. 4%)、太极八卦( 22. 3%)、
悬壶济世( 21. 6%)、辨证论治( 21. 3%)、五禽戏( 21. 0%)、
国医馆( 20. 8%)、银针( 20. 5%)、国医节( 20. 4%)。 其中,
中医医疗技术类有 2 项入选,即中药和针灸,并且排名第

1、2 位;中医代表人物类和中医知名药物类没有项目入选;
其他类别各有 1 项入选。 (见表 2)

表 2　 最具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 10 项中医药文化符号

选项 类别 选中率( %) 排序指数(Wi) 加权百分比( %)
针灸 中医医疗技术 91. 1 27. 3 24. 9
中药 中医医疗技术 90. 4 27. 3 24. 7

《黄帝内经》 中医经典著作 91. 1 26. 8 24. 4
太极八卦 中国传统文化 76. 0 29. 4 22. 3
悬壶济世 中医医德理念 75. 3 28. 7 21. 6
辨证论治 中医基本理念 81. 8 26. 0 21. 3
五禽戏 传统保健功法 76. 4 27. 5 21. 0
国医馆 中医社会组织 89. 7 23. 2 20. 8
银针 中医医疗器械 80. 5 25. 5 20. 5

国医节 中国传统节日 77. 4 26. 3 20. 4

2. 4　 不同大学生群体对中医药文化符号的认知差异情况　
本研究对 11 项类别中选中率排前 3 的项目得分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就性别、年级、学历等人口学特征差异下的大学

生中医药文化符号的认知差异进行探讨。
2. 4. 1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认识比较　 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中医药符号的认识

差异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炎黄二帝” “太极

八卦”“张仲景”“中华老字号药店” 4 个符号的代表性认同

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女生的认同度显著高于男生

(P<0. 05 或 P<0. 01)。 (见表 3)
表 3　 不同性别大学生对中医文化符号认识的比较(x±s)

类别
性别

女(n= 204) 男(n= 88)
t 值 P 值

炎黄二帝 0. 66±0. 48 0. 53±0. 50 1. 990 0. 048
太极八卦 0. 80±0. 40 0. 66±0. 48 2. 684 0. 008
张仲景 0. 83±0. 39 0. 69±0. 46 2. 672 0. 008

中华老字号药店 0. 76±0. 43 0. 58±0. 50 3. 142 0. 002

2. 4. 2　 不同年级(学历)的大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符号认知

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级(学历)的大学生

对中医药符号的认识差异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对“扁

鹊”的代表性程度的认同方面存在差异,即大二>大四和博

士,大三>博士(P<0. 01)。 对“艾条”的代表性程度的认同

存在差异,即大二>大一>硕士>大四>博士。 整体而言,年级

(学历)越高,对扁鹊、艾条的认同度越低(P<0. 01)。 对“端

午节”的代表性程度的认同存在差异,即博士>大一>大二>
大三>大四(P<0. 01),整体而言,本科生对“端午节”的认同

程度低于博士生(F= 5. 67,P<0. 01)。 (见表 4)
表 4　 不同年级大学生对中医文化符号认识的比较(x±s)

年级

大一(n= 44) 大二(n= 62) 大三(n= 54) 大四(n= 34) 硕士(n= 60) 博士(n= 38)
F 值 LSD 值

扁鹊 0. 52±0. 51 0. 68±0. 50 0. 56±0. 50 0. 41±0. 50 0. 50±0. 50 0. 34±0. 48 2. 58 M2>M4,M6,M3>M6
艾条 0. 39±0. 49 0. 60±0. 49 0. 56±0. 50 0. 38±0. 49 0. 63±0. 49 0. 39±0. 49 2. 64 M2>M1>M5>M4>M6

端午节 0. 32±0. 47 0. 37±0. 49 0. 39±0. 49 0. 38±0. 49 0. 50±0. 50 0. 63±0. 49 2. 31 M6>M1>M2>M3>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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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医药院校大学生中医药文化符号

观的调查和分析,探讨如何运用中医药文化符号打造大学

生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优势路径,为增强大学生文化自觉与

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中医药核心价值观,提升校园文化的

内涵建设提供一些建议和对策。
3. 1　 进一步挖掘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符号,强化中医药核心

价值观培育　 郑晓红等[6] 对中医药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初步

凝练,认为其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仁和精诚、心身共养、
药取天然”。 王旭东[7] 进一步将中医药核心价值观概括为

“仁爱贵生,道合天然,唯象尽意,执中致和”。 本研究中大

学生评选出的 10 项中医药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

医药核心价值观,比如中医医德类别中的“悬壶济世”在 10
项中医药文化符号中排名第 5 位,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医

德理念在推广价值中排名第 1、2 位。 但从整体研究结果看

来,大学生认同度高的中医药文化符号更多倾向于物质文

化符号层面,比如中药、针灸、辨证论治、悬壶济世、国医馆、
银针,而“大医精诚”“天人合一” “取象比类”等承载核心价

值观的理念(亦即精神文化符号)并未入选。 因此,一方面

要进一步深化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中医药核心价值观培

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坚持道器并重、德才兼备,强化中

医独特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方式的教育。 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拓展中医药核心价值观的符号表征系统,挖掘更多推广

价值高、影响力广的符号元素来加强、深化中医药核心理念

层面的传播,不断从文化内核层面内化、强化大学生的中医

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 2　 进一步渗透和推广中医药文化符号,加强中医药院校

校园文化建设　 王旭等[8] 提出,文化自信是中医药高等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本质要求,文化自信不仅引领中医药发展

方向,而且鼓舞中医药知识创新内生动力。 加强中医药院

校的中医药文化符号传播,提升高校中医药文化的渗透力

和影响力,对于提升大学生对学科专业的认同度,增强爱校

荣校情感,坚定传承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决心和信心具有

重要价值。 杨炳红[9] 指出,要注重通过中医药文化符号与

仪式的设计和传播,不断提高高校中医药文化的亲和力和

感染力。 因此,要从大学生认同度最大的 10 项中医药文化

符号入手,将其有机渗透到校园物质文化(如校园人文景

观、校园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等)和校园精神文化(如校园文

化活动、学生行为规范等)当中,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

围。 同时,对于大学生认同度较低,且具有较高代表性和较

大推广价值的中医药文化符号要加强教育和传播(比如中

医医家、知名中药等以及中医药核心理念等),要充分发挥

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结合校园文化浸润、课程思政嵌

入、实践教学渗透等路径多管齐下,不断深化大学生对中医

药文化符号的认识和认同,切实提升中医药院校的文化软

实力。

3. 3　 进一步发挥和运用中医药文化符号,加强中医药院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

厚滋养,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中医药

院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医药文化

母体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牢牢抓住两种文化枯荣共济

的规律,推动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向同行、共
荣共生。 要着眼于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高度认同的特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各领域,
培育和厚植大学生的中国哲学思维和中华人文精神。 因

此,中医药院校不仅要注重发挥学科优势特色,积极打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重镇,更要统筹运用“学科+”
思维推动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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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驱蚊有妙招(五)
　 　 藁本驱蝇　 《外治寿世方》中记载“用藁本煎

汤,浸抹布,拭酒器并桌子,(蝇)自不来”,这个方

法简便可取。 藁本具有浓烈香气,临床常用来发

散风寒,治疗太阳发热头痛,取其水煎液外擦餐

具餐桌,有消毒防蝇之效。 苍蝇生于秽浊之地,
而藁本具有芳香辟秽之力。 (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7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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