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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下针灸在葡萄牙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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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本文围绕历史背景下针灸在葡萄牙的传播与发展这一主题，从中葡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切入

点，介绍针灸在葡萄牙的接触、传播、发展与现状。分析葡萄牙针灸发展与传播面临的问题并提

出建议，展望针灸在葡萄牙医疗体系中的未来前景，为当代针灸国际化传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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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in Portugal within 

a historical context. Tak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introduces 

the initial contact, spread,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acupuncture in Portugal. The study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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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灸作为我国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最早来源于远古时

期的火灸石熨，针刺放血等疗法。几千年的发展历

史使针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药文化

向全世界传播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其中针灸从五

世纪开始在世界中初露头角。但是针灸真正被西方

人接受并投入使用是在过去的五十年。而针灸的大

规模传播，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门的向外开

放，这使其在海外迅速引起了热潮。如今，针灸已

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被很多国家和地区纳

入了医疗保险体系，葡萄牙作为西方较早与中国建

立联系的国家之一，其在研究世界针灸传播方面具

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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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葡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2.1  早期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大航海时代（15至18世纪）开辟了全球化的

历史进程，使各个大陆的文明首次相互碰撞，是世

界人类文明交流的一座里程碑。15世纪末到16世纪

初欧洲人开辟出了新的航海路线，葡萄牙受地理位

置，航海经验，国家支持因素的推动，率先开辟新

航路成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中葡交流搭

建了一条崭新的历史道路。在历经一系列交涉后，

中葡之间开始直接的贸易往来，丝绸、瓷器、茶

叶、黄金、白银等进入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

生活，指南针和火药更是在欧洲得到极大的传播。

其中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所著书籍《中国志》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地

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礼仪、法律

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是欧洲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籍。这些行为都为针灸在葡萄牙的传播奠定了初步

的文化基础[2]。

2.2  近代以来中葡文化交流的发展与变化

1887年12月，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

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葡萄牙被授权可在澳门常

驻管理，在这一时期内，中葡两国之间的交流通

过澳门殖民统治这一特殊方式变得越发频繁。1974
年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新政府在殖民地逐渐撤

退；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正式建交；1987年两国

正式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99年12
月20日，澳门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澳门得益于

自身的双重语言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

的基础设施，成为近几十年来中葡交流的重要平

台。2003 年，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澳门

创立；2013 年粤澳合作共建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

横琴新区正式投入运营；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

医药合作中心在澳门落户，澳门成为中医药文化走

向葡萄牙乃至其他葡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重要中转站。这一阶段，中葡两国的交流在种

类和次数上都逐渐增多，同时，得益于大环境的改

变，针灸的交流在这一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增长[3]。

3  针灸在葡萄牙传播的历史阶段
3.1  早期的接触与初步传播（16世纪至19世纪）

葡萄牙人与中国大约有五百年的交往史，12
世纪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东方见到针灸。16世纪葡萄

牙基督教传教士首次写了一篇关于针灸的文章以葡

萄牙文写成。早期葡萄牙传教士、医生、探险家等

对中国针灸虽然也有记载与描述，但在葡萄牙社会

中传播范围较小，主要局限于与中国有直接接触的

葡萄牙人。部分葡萄牙人在航海时代首次接触了中

医，但是当时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针灸被视为所谓

的异教疗法，因此此时并未系统传播[4]。

3.2  现代的广泛传播与规范化发展（20世纪
       中叶至今）

20世纪80年代，针灸在葡萄牙的发展进入新阶

段。一是受世界范围的中医热潮影响。1973年美国

第一个中医法在美国内华达州诞生，针灸在国际上

首次取得了合法地位。二是葡萄牙当时并没有相关

的法律限制，任何人都可从事针灸。但不论如何，

中医针灸都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二十

世纪90年代，葡萄牙国内出现了许多针灸诊所，行

业从业人士大多为从法国、西班牙的针灸学校毕业

的葡萄牙人。1992年10月，针灸和中医专业协会建

立了葡萄牙里斯本高等中医学校。2003年6月，葡

萄牙通过“补充和替代医学法案”，8月由葡萄牙

共和国国会正式颁布，该法案将针刺疗法、顺势疗

法、整蛊疗法、自然疗法、植物疗法和整脊疗法共

6类补充替代疗法纳入立法范围，确立了这些疗法

的合法地位。2018年2月，科技部、高等教育部和

卫生部首次发布传统中医学位教育实施细则，至此

标志着葡萄牙完成了中医药的所有立法，并由葡萄

牙卫生部门直接管理。这一阶段标志着针灸在葡萄

牙的发展由空白到初具蓝图[5]。

4  针灸在葡萄牙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4.1  协会创立与发展

随着针灸在葡萄牙的发展，相关协会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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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中影响较大的为：1994年由蔡宝德先生成立

的葡萄牙针灸和相关学科协会(APA-DA)，会员大

多数由蔡宝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组成。2001年5月
21日由蔡宝德先生成立的葡萄牙职业针灸师协会 
(APPA)，为了促进针灸在葡萄牙的发展。由日裔 
葡萄牙人在1978年建立的葡萄牙电针协会(APAE)，为

了增加日本与葡萄牙针灸方面的学术交流。针灸和

中医专业协会(APAMTC)成立于1996年，该协会成

员主要由葡萄牙里斯本高等中医学校的学生组成。

葡萄牙国家针灸学会成立于2004年5月，会员由由

中西医医师或学生组成。各种协会的创立与发展壮

大，有利于增加针灸在葡萄牙知名度，提高行业规

范性，加强从业人员与部门的交流融合，共同为针

灸在葡萄牙的发展而努力[6]。

4.2  学术交流与传播

近年来，中葡两国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日

益密切。2005年11月4日至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成功举办了国际针灸研讨会。

次年，两国中医药交流持续深化：8月1日，葡萄牙

联合部分葡语国家-安哥拉、巴西、莫桑比克、佛得

角、几内亚比绍，派出总共24名医学培训人员赴成

都中医药大学研习；一周后的8月8日，葡萄牙针灸

师专程前往湖南怀化红十字医院进修中医理论与临

床实践。同年10月27日，在成都中医药大学50周年

校庆之际举办的“中医药继承发展与创新—教育—科

技—医疗论坛”上，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外

籍中医专家应邀出席，共襄盛举。这一系列交流活动

充分展现了中医药在国际医学界的影响力[7]。 

4.3  教育机构与传播

葡萄牙的中医药教育主要由私立院校和公立大

学共同推动，形成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1.私立中医药院校 
（1）蔡宝德中医药大学  
该大学由蔡宝德先生于1995年创办，在里斯

本、波尔图和科英布拉设有教学点。每年招收约

1000名新生，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专业人才。2008年
3月31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在里斯本设立葡萄牙宝

德分校，成为中国教育部批准的首个境外中医药分

校，标志着中葡中医药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2）里斯本高等中医学校  
该学校成立于1992年10月，由葡萄牙针灸和中

医专业协会创办，是葡萄牙本土最早的中医教育机

构之一。创始人José Faro教授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

学，1996年7月与南京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开设五年制本科课程，涵盖针灸、按摩、推拿、医

疗、气功等专业。学生以葡萄牙人为主，兼有少数

华裔。  
2.公立大学的中医教育  
波尔图大学（成立于1911年4月22日）在2006

年5月3日正式设立中医专业，成为葡萄牙率先开设

中医课程的公立高校。首次招收27位学生，招生要

求颇为严格：申请者要拥有医学相关学位，还必须

是葡萄牙医学学会的成员。校方郑重强调，基于实

践的中医治疗手段已获西方医学界认同，此专业设

立的意图为在促进中西医双向互补，助力学生掌握

中医诊治方法，延伸医学视野边界[8]。
这些教育机构的设立跟发展，显示了中医药在

葡萄牙医学教育体系里面的受重视程度，也说明了

中葡两国在传统医学范畴的深入协作，这表明中医

药在葡萄牙的受重视的程度不容小觑。

5  针灸在葡萄牙传播的具体案例 
5.1  中国人在葡萄牙传播针灸的过程 

蔡宝德先生为针灸在葡萄牙的传播做出巨大

贡献，是中国人在海外传播中医药文化范畴的代

表人物，蔡宝德先生出生于澳门，强烈的中医兴

趣驱使他到法国去学习，学成归来后，他积极投身

于中医针灸在葡萄牙的推广，为助力针灸在葡萄牙

拓展，1991年，在当地电视台的直播下，蔡宝德先

生进行了一场外科腹腔手术针对患者进行的针灸麻

醉，他还在引人聚焦的直播里成功展示了11例针灸

麻醉下的外科实例，引发了极大的轰动，1999年到

2000年这一阶段，他应邀参与葡萄牙国家电视台的

中医科相关事宜。向大众普及中医方面的知识，协

助民众打造对中医的初步认知，他运用激光针灸成

功把里斯本动物园的一条海豚治好，进一步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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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民众对针灸的信赖感。2004 年，蔡先生开

办葡语版《中医杂志》，又撰写了《针灸学基础》

《主要经脉》等专业性书籍，为葡萄牙提供了系统

的中医针灸学习资料，早在1997年前，葡萄牙已有

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体验过针灸治疗，伴随中医在全

球范围的推广。葡萄牙民众对中医的认可接纳度不

断提高，据粗略统计，就目前情况而言，葡萄牙的

中医诊所达到500家以上，又被纳入公费医疗的体

系，成为该国医疗保健的重要部分。这一发展全

面展现了中医在葡萄牙的深厚影响力以及广泛的

认同。

5.2  葡萄牙“洋中医”在中国的进修经历

来自葡萄牙的费利帕·托马兹在江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进行为期三周的专业培训，内容包括中

医基础理论、针灸技巧、热敏灸、拔罐与刮痧等传

统疗法。她表示在中国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许多在葡

萄牙从未见过的疾病案例，对针灸这一学科有了更

深入的研究，收获颇丰。

玛丽安娜 ·丰塞卡是一位年轻的葡萄牙中医

师，她随身携带《针灸手册》作为学习工具，她表

示葡萄牙的学习方法通常使用英文字母与数字来代

替针灸穴位的记忆，在一次操作演示中，辅导员熟

练的演示拔罐的全过程，这让包括玛丽安娜·丰塞卡

在内的葡萄牙学员们敬佩不已。在中国的学习让她

对针灸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在葡萄牙是鲜少接触

的研习了中医药学。

5.3  葡萄牙本土的针灸实践

葡萄牙人伊莎贝尔在中国完成中医药进修后，

回国专门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她表示热敏灸技术是

她在葡萄牙诊所中最受患者欢迎的技术。

迪奥戈·卡拉多是一位葡萄牙青年医生，他通过

视频连线与其他医生交流针灸治疗方法。在通话过程

中，卡拉多一一讲解了近七年来搜集的诊疗案列，讨

论结果显著。同时，他已在葡萄牙卫生部注册备案，

以针灸师等身份在欧洲积极推广中医药文化。

亚历山德拉 ·洛佩兹毕业于葡萄牙波尔图大

学。2008年，波尔图大学开设了中医硕士课程，主

要有针灸，推拿中草药以及饮食疗法等。洛佩慈跟

随着学校的脚步研习了中医药学。每当有患者来就

诊时，他会先用中医的望闻问切为患者诊断，再联

合西医分析，根据具体病症采用针灸等中医治疗方

式为患者诊治。

6  针灸在葡萄牙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与建议
6.1  存在的问题

虽然葡萄牙针灸发展迅速并得到官方认可，但

要想进一步深入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1.从业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由于葡萄牙的针

灸教育起步较晚，因此部分从业人员未能形成完

整的针灸系统理论，这也导致了针灸行业专家数量

少，应对疑难杂症能力低。针灸行业的监管存在缺

失，部分从业者甚至将保健性按摩混入其中，这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针灸在葡萄牙的发展。

2.针灸费用问题。葡萄牙实行法定医疗保险制

度，针灸费用尚未纳入医疗保险范畴，要求病人

自费。一般情况下，针灸治疗第一次预约收费60欧
元，这个费用在有的诊所包括一次治疗费用在内。

接下来的治疗收费一般每次30-40欧元，单独推拿治

疗一次的费用为65欧元,时间为45min左右。拔罐和

艾灸不单 独收费。这导致了病人不会在就医时将针

灸治疗放在首选。

3.语言的阻碍。葡语相关的针灸文献相比于英

语的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大多数葡萄牙医生对中国

针灸研究水平了解较少。对针灸的传统继受和传承

不足。

4.针灸学科和从业人员地位较低。 针灸虽然

葡萄牙官方已经在2019年新的健康卫生基本法首次

纳入了补充替代疗法，诊所标准和惩戒措施等也

均参照医疗系统设置，但是中医药立法地位偏低。

针灸和传统中医均归于补充替代疗法大类，是“疗

法”而不是“医学”，也意味着中医药从业者的头

衔是治疗师，而不是医生；本科学历教育置于偏向

技能类的理工学院，而非大学系统，和理疗师、护

士等技术人员地位相似；中医药类行业的注册系统

为辅助医疗行业的ACSS，而非正统医学的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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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

6.2  建议 

1.政府相关部门应提高行业就业门槛，加强对

针灸行业的监管。针灸教育应更重视培育学生的专

业能力以及应对难题的本领。促进针灸教育的规范

化，体系化。保证针灸教学内容的完整性。

2.中葡针灸从业者应促进针灸纳入医保的进

程，提升针灸的普及率，为接受针灸疗法的患者谋

取更多便利。

3.中国与葡萄牙的针灸从业者应增进交流，促

进中国传统针灸历史文献在葡萄牙的传播，减少语

言形成的隔阂，共同推动针灸在葡萄牙乃至葡语界

的发展。

4.中葡针灸从业者助力针灸学科地位提升，由

技能型理工学校过渡到大学体系。仍需进一步对立

法加以修订完善，提高针灸地位，驱动中医药往更

高的水准迈进，成为葡语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中医

药立法的楷模。

7  结论 

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针灸于葡萄牙的传播

进程经历了早期接触、近代的起循序发展到现代的

广泛传播以及规范化发展进程，经由协会成立、教

育合作与学术互动流通等多种路径，葡萄牙对针灸

给予了广泛的认可。

随着中葡两国在多个领域的深度合作，针灸

必定会在深入交流的时代形势下获得更加蓬勃的成

长，未来可继续强化教育合作、学术交流以及临

床应用研究进程，推动针灸在葡萄牙进行更深度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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