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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灸不仅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性符号。从古至今，她作为一
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载体，从未停止过对外传播和交流。上世纪7年代，中国的“银针外交”，在
这种特殊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戏剧性”作用。从此，中国针灸的国际化发展中迎来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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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宏才、白兴华主编的《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卷下)》是关于针灸在世界传播的历史轨迹，透过书
中那些生动的故事和事件，勾勒出世界针灸的历史画卷和地图，也依稀可现针灸在不同时期传播的特
点，以及针灸起源之争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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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针灸的对外传播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从公元6世纪前后，针灸传入周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
，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1500年之久的全球化之旅，已经传播到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之长和地域
之广都是十分罕见的。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针灸1500余年的对外传播历史就是一面很好的镜
子，折射出跨文化交流的曲折和艰辛，其中一些问题颇值得思考，如为什么针灸没有沿着陆上丝绸之
路向西传播得更远？为什么来华传教士没有率先系统地把针灸介绍到欧洲？为什么针灸是经由印度尼
西亚和日本而不是中国传入欧洲？为什么19世纪初针灸在欧美出现小范围流行但仅仅持续了几十年就
销声匿迹？为什么古老的针灸术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得到最快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必将
有助于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推动针灸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并籍此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和认识博大精
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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