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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诸多传播媒介中袁影视媒介无疑是
最为符合大众文化时代特征的传播媒介之一遥 中医
药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播应该也必须与影视媒介
相结合袁以其为载体袁才能实现其自身传播诉求和
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遥 本文基于传播学研究理论的
5W 模式对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中存在问题进行分
析袁探讨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新策略遥
1 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现状

新世纪以来袁野国学热冶席卷华夏大地袁包括中
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和欢迎遥 在此背景下袁影视领域出现了一批在
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定反响和热议的关涉中医药文
化元素的影视作品遥 从影视类型的角度来看袁这些
作品有电视剧袁如叶大宅门曳尧叶神医喜来乐曳尧叶甄嬛
传曳等曰电影故事片袁如叶刮痧曳尧叶大明劫曳等曰电视纪
录片袁如叶黄帝内经曳尧叶黄帝曳尧叶本草中国曳等曰电视
讲座遥 从中医药文化元素在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分布
形态来看袁可分为院渊1冤以历代名医为主人公袁以中
医药文化为主题曰渊2冤以中医药行业尧中医药文化作
为故事背景曰渊3冤本身并不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袁但
中医药文化在其中有所涉及并形成社会文化话题遥

中医药文化以这些影视作品为载体袁由于各种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袁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遥 首先袁
作品数量相对较少袁特别是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
全民话题效应的电影大片遥 其次袁存在作品的传播
效果与作品的中医药文化含量成反比的现象袁一些
中医药文化含量较高的作品由于受到题材尧娱乐性
等因素的制约袁往往传播效果不佳遥 第三袁作为信息
的中医药文化在通过影视媒介进行传播过程中往
往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野失真冶现象袁导致传播的信

息偏离了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遥
2 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效果分析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 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
能曳一文中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5W 模式袁奠定了传
播学研究的理论基础遥 这一理论主要从传播主体尧
传播内容尧传播媒介尧传播对象入手袁来分析这些因
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遥 运用这一理论分析研究中医
药文化影视传播的传播效果袁是影像媒体时代中医
药文化传播研究的必然选择遥
2.1 传播主体 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的传播主体袁
是指这些影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袁包括影视制
作机构尧中医药文化研究单位及专家学者和从事中
医药文化传播的专业媒介组织遥 传播主体决定传播
内容袁不同的传播主体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是不同的遥 在上述传播主体中袁拥有影视节目制作
能力和播出平台的相关影视制作机构处于核心地
位袁他们具有鲜明的商业属性袁其生产制作往往以
商业利益为主要考量遥 在影视节目的生产制作中袁
虽然其他主体因其学术的权威性也会参与进来袁但
是往往受到投资方尧制作机构的左右和干预袁出于
商业利益而影响作品的中医药文化含量和价值袁进
而影响到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果遥 因此袁传播主体
自身目标尧取向的不同袁往往会对传播效果产生较
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遥
2.2 传播媒介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袁影视媒介
具有直线性尧不易保存尧转瞬即逝等特点遥 与图书尧
报刊等印刷媒介相比袁 影视媒介不能反复阅读思
考袁因此它在传播理论性较强尧较深奥的信息上存
在着一定的障碍和困难遥 但是袁影视媒介在传播速
度和传播范围以及大众化程度上达到了印刷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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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无法企及的高度遥 因此袁通过影视媒介进行中医
药文化传播时袁 必须要充分考虑影视媒介自身特
点袁将中医药文化构成元素中能够与影视媒介传播
特征相适应的部分充分与影视媒介相结合袁从而实
现较好的传播效果遥
2.3 传播内容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袁 内涵丰富袁
不同内容应该与其特点相适应的影视节目形态结合
后袁才能通过影视媒介得到有效的传播遥纵观近年来
涉及中医药文化的知名影视作品袁 其成功之处往往
就在于其形态特征与中医药文化内容结合得较为紧
密遥 电视剧是我国电视媒体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
形态之一遥 叶大宅门曳以老字号野同仁堂冶为原型袁以
野医人冶尧野医事冶 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
的主要动力和有力手段遥 中医药文化元素在作为主
人公的行业背景而存在的同时袁 深入到作品的内在
肌理之中袁成为叙事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遥这
样一来袁此剧在以时代变迁尧家族兴衰尧儿女情长吸
引观众的同时袁 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了中
医药文化的洗礼和熏陶遥 相反袁其他一些作品中袁中
医药仅仅以主人公的行业背景而存在袁 并且可置换
替代性极强袁缺乏唯一性袁这必然导致观众只热衷于
剧情袁而无法对中医药文化产生认同袁自然达不到较
好的传播效果遥总体来讲袁电影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
这类主要依靠故事情节吸引观众的叙事型影视形态
比较适宜于展现历代名医传奇故事袁同时袁以其作为
基础和依托袁 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中医药的思维
模式尧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遥
2.4 传播对象 所谓传播对象袁就是受众遥 影视媒
介的受众就是电影尧电视的观众遥中医药文化影视传
播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影视信息影响受众袁 最终促
成其对中医药文化态度的形成或改变袁 进而使受众
产生符合传播者意图的行为遥在传播活动中袁传播对
象的年龄尧性别尧知识储备等因素都会对传播效果产
生影响遥以受影视媒介影响最深的青年群体为例袁相
对而言袁这个人群对于中医药文化的认识较少袁认可
度不高遥因此袁面向这个群体的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
行为袁应该积极拓展影视形态袁以青年群体较为喜爱
的影视形态为载体袁如微电影尧中医药文化主题电视
真人秀等袁以实现中医药文化的有效传播遥
3 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策略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袁中医药文化要借助影视媒介实现
其有效传播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其传播策略院
3.1 平衡文化传承和商业诉求 影视先天具有商
品和文化的双重属性袁对于中医药文化影视传播活
动的传播主体而言袁只有取得商业诉求和文化传承
的平衡袁才能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遥 一方面袁在影视
生产制作中袁 传播主体针对不同的影视节目形态袁
应该让其负载与其形态特征及受众特点相适应的

中医药文化元素和含量袁要尊重影视作品的商业属
性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诉求遥 另
一方面袁影视制作机构袁特别是国有影视制作机构
也应当眼光长远袁 不应过分看重眼前的经济效益袁
而应自觉地担负起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遥
3.2 把握受众需求袁拓展节目类型 区分不同受众
对影视节目类型的不同需求袁 紧跟影视时尚风向袁
制作类型多样的中医药文化影视节目袁以满足不同
受众的需求遥 首先袁近年来袁电视真人秀节目十分火
爆袁可把握受众需求袁打造以中医药文化尧中医养生
为主题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袁将中医药文化植入电视
真人秀袁 以广大青年观众喜爱的影视节目形态包
装尧传播中医药文化遥 其次袁近年来野中国诗词大会冶
野汉字听写大会冶 等电视文化益智节目引起了极大
的社会反响遥 同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中医
药文化也应该借助于电视文化益智节目的东风以
实现自身的有效传播遥 最后袁重视微电影尧网络视频
等新兴影视类型遥 微电影深受青年人的喜爱遥 中医
药文化的影视传播应该重视微电影和网络视频在
青年受众中的巨大影响力袁特别是其在广告尧营销
方面的功能遥 同仁堂尧敬修堂等中医老字号也应该
借助于微电影来实现自身的品牌传播和营销遥
3.3 注重传播内容尧传播方式的通俗化尧大众化 中
医药文化的影视传播袁要注重传播内容尧传播方式
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袁秉承由浅入深尧先普及后提高
的原则遥 从传播内容上看袁应从较为通俗易懂的历
代名医事迹尧历史故事入手袁以观众喜闻乐见的电
影故事片尧电视剧尧电视纪录片等影视节目形态为
载体袁将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尧价值观念尧生命观念
等内容包裹在影视作品中袁使观众在娱乐身心的同
时袁潜移默化地接受和发自内心地认同传统中医药
学遥 从传播方式上看袁要以通俗易懂袁易于接受的方
式将中医药文化信息传递给受众遥 以电视纪录片为
例袁以往的中医药文化纪录片往往试图以影像化的
手段阐释深奥玄妙的中医药理论袁如叶黄帝内经曳袁
违背了影视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特征袁导致传
播效果较差遥 中医药文化题材电视纪录片应充分考
虑传播内容的大众化和传播方式的通俗化遥 对此袁
央视著名纪录片栏目叶探索发现曳为我们树立了良
好的标杆遥 从传播内容上袁该栏目立足于挖掘历史
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和人物命运袁以鲜活生动
的人物吸引观众遥 从传播方式上袁该栏目采取解密
化尧悬疑化的手段袁深受观众的喜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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