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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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分为9卷，由《历史卷·上》《历史卷·下》《临床卷·上》《临床卷·下》
《针法卷》《科研卷》《教育卷》《行业卷》《文化卷》组成。这几卷囊括了针灸领域中最活跃的几
个方面。    白兴华主编的《历史卷·上》主要分析了针灸是如何诞生在中国这块独特的人文地理上的
，又是如何被1500年的历史文献所丰富和发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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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的部分，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治病手段之一，并且自其产生以后在理论
和治疗形式上都还基本保持原来的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针灸诞生于非全球化的古代，但对针灸（特别是针刺疗法）起源的研究则只能在全球化的今天，有
了谷歌和百度，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针灸产生于中国，但只有将其放置在全球的大背景下，通
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看清楚它的独特性。今天，重构针灸的早期图景，绝不仅仅是为了得出针灸源
自何处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文化回归之旅，分享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只有抛开一
切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偏见，以一种坦诚的目光审视这种独特的治病方法，才能发现它
的真、善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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