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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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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普及是科普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医学的普及又是在特定地区医学普及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对内蒙古地

区一些有代表性的有蒙医的医院的医普挂图的调查，分析和讨论了在其中体现出来的蒙医普及的现状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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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是普通科普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由于医学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科普

的众多分支中医学科普向来受公众欢迎。在医学

科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地往往被人忽略，那

就是医院中的宣传挂图。作为公众集中治病就医

的场所，医院每天接纳无数个患者和家属，所以

那里也应该是进行医学科普的重要领地。

如果考虑到对于民族医学的科普，或者说面

向少数民族的医学科普，在医院的科普中又有其

特殊的情况，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有

别于现代西方医学的医学体系。这种医学体系在

他们本民族的群体里有很大的市场，甚至在很多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有着以自己的传统医学为主的

医院。这些医院宣传挂图中的医学普及知识对来

此就医的公众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我们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蒙医。蒙医

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

种独特的医学体系。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藏医和

印度医学，同时也借鉴了部分中医的内容。蒙医

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以三根七素、寒热理

论、脏腑理论、六基症为主要内容来解释人体的

生命活动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其中在日常医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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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作用较为广泛，在公众生活中影响较大的，

应属三根理论和六基症学说，三根指的是赫依、

希拉和巴达干，蒙医学认为它们是人体赖以进

行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和基本物质。在正常情

况下三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保持平衡状态，

但有时由于各种原因，三者中的任何一种出现

偏盛偏衰，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六基症是蒙医对病症进行的基本分类，即所有

疾病都可归入赫依、希拉、巴达干、楚斯

（血）、希拉乌素 （黄水） 和浩日亥 （虫） 等六

种基本病症。

近年来，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出台多

个有关振兴和发扬民族医学医药的政策，如，

2007 年国家卫生部、民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发布

了 《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民族医药的投入，

使其在预防、保健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

中第 21 条明确指出“开展民族医药的科普宣传

和科技咨询活动，促进民族医药科学技术的普及

与推广”[1]。此外，2010 年 7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了 《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药中医药条例》

（将于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七条

指出：“卫生、教育、文化、科技、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等部门及蒙医药中医药机构、行业协

会、学会等组织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蒙医药

中医药，扩大蒙医药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2]

这些文件都表明政府对民族医药的振兴和科普

的高度重视。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的

几家蒙医医院和有蒙医科室的其他综合性医院

作为案例，初步考察了少数民族地区医院科普

宣传挂图中对于各类医学文化和医学知识 （尤

其是对于民族医学） 进行宣传的现状、特征以

及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医院科普、医学科普乃至整个科普工作

提供有益的建议。

1 调查范围和总体情况介绍
此次搜集的少数民族地区医院科普挂图的

范围，是内蒙古地区几个典型城市中的医院，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内的几家

医院、通辽市科尔沁区的重点医院，以及赤峰

市乌丹镇的中蒙医院。我们收集医普挂图的方

式，是对所调查的医院 （或科室） 内悬挂或张

贴的所有挂图进行拍照存档。

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族集聚区，蒙古族有

着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蒙医。在西医

极度发达并普及的今天，蒙医在内蒙古各地区，

尤其在蒙古族公众内部仍有很大的信任度和市

场。内蒙古的很多地区都有专门的蒙医医院或

中蒙医合并的中蒙医院。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

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汇集了内蒙古各

地区的人们，市内有三家中蒙医院、一家蒙医

医院 （在内蒙的各城市中这也是最多的），多家

综合性医院里也有自己的蒙医科室，无论是医

疗条件还是医疗水平，在内蒙古地区都属一流，

因而，对之进行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较好地了

解内蒙古的医院科普状况。通辽市位于内蒙古

的东部，是内蒙古蒙医发展基地。这里曾经有

专门培养蒙医人才的蒙医学院，是全区唯一一

家蒙医高等院校。后来它并入通辽市内蒙古民

族大学，仍继续担负着为广大内蒙古地区输送

蒙医人才的重任。其附属医院 “是内蒙古自治

区乃至全国唯一一所‘以蒙医为主、蒙西医结

合’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

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3]。通辽市又是蒙古族传

统整骨技术极度发达，并且有着深厚的萨满文

化渊源的地区。因此，本研究的第二组案例选

择了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两家与蒙医相关的重点

医院，乌丹中蒙医院是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

的唯一一家具有蒙医专科的医院。和前两组案

例不太一样，这是一家旗县级医院，面对的患

者群大多是来自农村牧区的农牧民，本文将它

作为城镇蒙医院的典型案例来剖析，并与前两

组案例进行一些对比。

我们共调研了 12 家医院：呼和浩特市的

九家医院，三家是中蒙医院，一家是蒙医医

院，另四家综合性医院和一家精神病医院的蒙

医科室；通辽市的两家重点医院，其中一家是

蒙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另一家是专门的蒙医

医院；乌丹镇一家中蒙医院。通过调查共收集

了 227 张张贴在医院中的医学科普挂图 （也包

括展板，但下面不再区分），其中呼和浩特市

包红梅 刘 兵 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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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张、通辽市 31 张、乌丹镇 53 张。需要说

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数字单位是张，

即以一幅挂图或一块展板为一张来进行统计。

在呼和浩特市九家医院中，有一家医院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新建的医院大楼还未来

得及贴宣传挂图，因此实际取得有效数据的只

有八家共计 143 张挂图。八家医院及其挂图数

量分布可见图 1。
143 张挂图中，三家中蒙医院的挂图数占全

部挂图的 86%，其余几家医院的占 14%。当然，

这种比例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他医院我们

只拍摄了蒙医科室的宣传挂图，而对三家中蒙

医院则进行了整体的拍摄。也因为如此，下面

我们的很多分析重点会放在这几家传统医学医

院上面。

通辽市科尔沁区和蒙医相关的医院共两家，

一家是通辽市蒙医院，它和通辽市蒙医研究所

合二为一，是一家专门的蒙医医院；另一家是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

也是通辽市规模和名气最大的医院。后一家医

院里有众多蒙医科室，甚至蒙医科室的比例比

其他科室还要多。本次对通辽市医院医普调查

就以这两家医院为对象进行。我们共收集到这

两家医院的医学医普挂图 31 张，其中蒙医医院

18 张，占 58%；附属医院 13 张，占 42%。

据我们了解，在旗县一级蒙医相关的医院

中，赤峰市乌丹镇中蒙医院的医普宣传是比较

突出的，其副院长亲自参与设计宣传挂图的具

体内容和形式，可见其对医院医普的重视程度。

在乌丹镇中蒙医院共拍到 53 张宣传图片，仅次

于内蒙古中蒙医院 72 张的数量，作为一家乡镇

一级的小型中蒙医院，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数据统计
我们所收集的这些中蒙医院或蒙医科室的

医普挂图内容较为丰富，不仅包括蒙医、中医

的内容，还包括大量的西医内容，甚至有些是

中、蒙、西医知识相混合的知识内容；既有专

门的医学知识，又有普通的常识性知识；有医

院和医师简介，也有著名的医学家介绍。从形

式上来看，主要是图像和文字两大类，当然，

文字和图像相结合的居多。对于丰富的内容进

行多维度的分类解析，有助于我们更好、更全

面地了解医院医普的整体现状和特征，也能更

好地审视它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从而才能提

出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

2.1 整体情况

首先，我们从整体上来分析呼和浩特市和

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十家医院医普宣传挂图的具

体内容和种类。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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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院 此表在为蒙医类归类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袁 即一些混合类的如既有蒙医知识内容袁 又有西医知识内容的部

分袁 将其归入蒙医类遥

医院

挂图内容

内

蒙

古

医

院

内
蒙
古
附
属
医
院

内
蒙
古
中
蒙
医
院

呼
和
浩
特
中
蒙
医
院

内
蒙
古
附
属
中
蒙
医
院

内
蒙
古
附
属
人
民
医
院

内
蒙
古
第
三
医
院

白
嘎
力
克
蒙
医
院

通
辽
市
蒙
医
院

内
蒙
古
民
大
附
属
医
院

共

计

医学

文化

医学家

图像

蒙医 24 3 3 4 34

74

中医 6 7 13

名言

名句

蒙医

中医 13 12 25

历史

文化

蒙医 1 1

中医 1 1

医学

知识

蒙医 8 1 1 4 14

56中医 2 2 1 5

西医 1 22 6 1 3 2 2 37

医院介绍 1 1 1 2 5

科室简介 1 4 1 2 4 4 16

医师介绍 1 7 8

仪器
设备
渊治疗
技术冤

医院宣传 8 1 9
11

公司宣传 1 1 2

药物

广告

公司宣传 1 1
2

医院宣传 1 1

其他 2 2

共计 2 0 84 35 4 10 4 4 18 13 174

表 1 呼和浩特市和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十家医院医普宣传挂图的具体内容和种类

我们将医院宣传挂图分为八个大类，17 个

小类，其内容种类是较多样的，但在具体数量

分布上，各类并不均匀，更多的内容集中在医

学家图像和西医知识等少数几个方面，而每家

医院的具体内容分布也有很大差别。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医普宣传挂图中各类医

学的数据分布和各自所占的比例，我们另作专

门的表 2。
从图 2 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分布情况。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以及蒙古族

又是一个有着自己悠久历史的语言文字的民族，

如今，仍有大量蒙族公众使用蒙语。语言的使

用，也是影响医学科普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

医院的宣传挂图中，我们会看到蒙汉两种文字

的表述，关于这两种语言在挂图中的使用情况，

可见表 3。
更直观的分布，可见图 3。
由于蒙医的就医群体主要以蒙古族为主，

而蒙古族本身又有自己成熟的语言和文字，因

此，在内蒙古地区的主要针对蒙古族公众的蒙

包红梅 刘 兵 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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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院
名称

医学
种类

内蒙
古医
院

内蒙古
医学院
附属医

院

内蒙古
中蒙医

院

呼和浩
特中蒙
医院

内蒙古
医学院
附属中
蒙医院

内蒙古
医学院
附属人
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第三医

院

白嘎力
克蒙医

院

通辽市
蒙医院

内蒙古
民大附
属医院

总计

西医 1 22 6 1 3 2 2 37

蒙医 32 5 1 3 8 49

中医 21 22 1 44

其他 1 9 2 3 8 1 1 8 11 44

共计 2 0 84 35 4 10 4 4 18 13 174

表 2 呼和浩特市和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十家医院医普宣传挂图中各类医学的数据分布

医院或蒙医科，其医普宣传挂图的文字似乎应

该以蒙文为主，至少应该是蒙汉文相结合的内

容更为合理。但从上表中来看，情况显然并非

如此。

可以作为与以上呼和浩特和通辽市十家医

院的整体情况相对比的，是乌丹镇中蒙医院的

情况，见表 4。

3 个案分析
前面，主要是一些数据统计，从中，虽然

可以从定量的方面了解这些医院进行医普的大

致情况，但却略有抽象感。如果以定性的方式

来介绍这些医院的医普情况，则可以更深入、

具体地看出其间的文化特点。就此，可言说的

例子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仅选取两个比较

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

3.1 一则蒙汉文对照的挂图中文字内容的差异

医院里有蒙汉对照的宣传挂图，表面看上

去似乎是翻译过来的，说的是同一个问题，但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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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医学 类型

种类

内蒙古

医院

内 蒙 古

医 学 院

附 属 医

院 蒙 医

科

内蒙古

中蒙医

院

呼和浩

特中蒙

医院

内蒙古

医学院

附属中

蒙医院

内蒙古

医学院

附属人

民医院

内蒙古

自治区

第三医

院

白嘎力

克蒙医

院

内蒙古

民族大

学附属

医院

通辽市

蒙医医

院

总

计

汉 语 2 58 35 3 10 1 4 7 11 131

蒙语

医院简介 1

5科室简介 1

医学知识 1 2

蒙汉对

照

人物图像 24 3 4

38科室简介 1

医师简介 6

共 计 2 0 84 35 4 10 4 4 13 18 174

备注院 此表中以及下面的表 4 和图 3 中所说的 野蒙汉对照冶袁 是指反映在一张挂图上的同一个内容而言的袁 并不

包括两张有相似内容的挂图文字为一汉一蒙的情况袁 后一种情况分别被归入单纯的汉语或蒙语的分类遥

表 3 呼和浩特市和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十家医院医普宣传挂图中的内容和所使用的语言

图 3

名家名言 医学知识 医学家图像及简介 医院医师介绍 治疗仪器 其他

医学家 非医学家 蒙 中 西 蒙 西 中 蒙 中 西

9 4 1 8 6 3 3 6 3 1 1 2 6

13 15 12 5 2 6

备注院 其中使用蒙汉语的比例为院 蒙语 3 张袁 占 6%曰 汉语 44 张袁 占 83%曰 蒙汉对照 6 张袁 占 11%遥

表 4 乌丹镇中蒙医院的医普挂图中内容与医学分类的统计

包红梅 刘 兵 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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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体现了传播者针对不同受众而采取了在

医学文化上有差异的传播方式。

例如，通辽市蒙医院的一张有关肾病疗养

方面的挂图中，写的中文如下。

肾病的疗养与饮食调理

疗养

1. 首先要预防和控制感冒袁 临床表现院 肾

病患者常因感冒致病情复发和加重袁 其主要原

因就是没有注意顺应气候的变化袁 所以顺应一

年四季如昼尧 夜尧 昏尧 晨的变化进行作息和宜

避风寒与湿露非常重要遥
2. 保持足够的睡眠袁 但不要 野饮食而卧冶

和睡前服用刺激性的食物袁 同时要喜怒有节尧
排除烦恼遥

3. 切勿过度劳累袁 机体的过度劳累会导致

体内有关脏腑的气血损伤遥
4. 有下列情况不易锻炼袁 应绝对卧床休息袁

如院 感染尧 高热尧 水电解质紊乱者袁 严重水肿尧
低蛋白血症者袁 有心脏病和其他并发症者遥

饮食调理

1. 急慢性肾炎院 患者出现水肿尧 高血压袁
要无盐饮食袁 待水肿消退和血压稳定后袁 可改

为低盐饮食遥
2. 肾病综合症

渊1冤 给予正常量 渊每天每公斤体重 1.0 g冤优
质蛋白饮食袁 保证充分热量袁 每天每公斤体重

不少于 126 KJ-147 KJ (30 cal ~ 35 cal)遥
渊2冤 低盐饮食 渊约3.0 g/日冤袁 应少进富含饱

和脂肪酸的饮食袁 如动物油脂袁 多吃富含多聚

饱和脂肪酸及富含溶性纤维的饮食袁 如植物油尧
燕麦片糖及豆类等遥

渊3冤 糖尿病肾病院 除按糖尿病的要求控制

饮食外袁 不宜食动物脂肪袁 应食用植物油遥
3. 急性肾功能不全院 给予高糖尧 低脂肪尧

低蛋白尧 低盐饮食遥
4. 肾病患者不宜吃香蕉院 若肾炎患者经常

吃香蕉袁 就等于摄入大量的钠盐致使肾脏负担

加重出现浮肿袁 高血压等症状随之加重遥 此外

消化不良袁 腹泻病人吃后会病情加重遥
不管哪种肾病袁 在哪个病程期间袁 其症状

如何袁 都要禁食辛辣尧 不宜烟酒尧 注意劳累遥

与此中文相对照的蒙文译文如下。

肾病患者的疗养

此类病主要是因为久住阴冷潮湿的居所尧
进冷水尧 被雨淋湿尧 受风等原因袁 导致巴达干

赫衣增多袁 落入肾脏内曰 或因热症遗留体内影

响肾脏袁 或因希拉乌苏使肾脏损伤袁 或因过度

劳累袁 以及多生孩子身体受损尧 饮食不当尧 多

盐饮食等导致遥
1. 正常疗养院 减轻心理压力袁 使身心愉快袁

针对病人的特征进行思想工作遥 严重的水肿尧
血压高并伴有心脏和肾脏功能不健全时必须卧

床休息遥 平时避免激烈运动袁 但可以根据身体

情况进行适当的运动遥
2. 饮食调理院 应吃易消化尧 营养丰富的食

品遥 如果尿中含脂肪高袁 应注意补充鸡蛋和豆

腐等高脂肪的食物曰 血液中非脂肪性多的话袁
应限制脂肪的摄入袁 根据病人的喜好增加食物遥

3. 行为护理院 日常生活要有规律袁 饮食有度袁
心身愉悦袁 适当参与体育活动袁 注意个人卫生遥 出

院时买的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按时服用袁 不能随

意中断遥 禁止性生活袁 不能过度劳累遥 定期就医遥

上面的蒙汉两种语言的肾病护理知识在饮

食和疗养方面的内容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大

致意思基本差不多，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蒙文

的部分开头加了一些有关导致肾病原因的解释。

而且这种解释明显是从蒙医的角度进行的，如，

因为外部的阴冷潮湿或风等原因致使人体内的

巴达干赫衣或希拉乌苏增多，影响肾脏。这里

运用了典型的蒙医概念巴达干赫衣、希拉乌苏

等来解释肾病的原因，与西医和中医的解释完

全不同。这表明，对同一个问题，蒙汉文的展

板虽基本相似，但在细节上蒙文的展板还是保

持了自己的特色，在向大家传播着一定的蒙医

概念和蒙医知识。

3.2 乌丹镇中蒙医院的医普

虽然只是一家旗县级的中蒙医院，但此医

院的宣传挂图却数量很多，也很有特色。下面

可以试举几例。

3.2.1 医普宣传的文化性

在此医院医普挂图的内容不仅仅有针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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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普及医学文化和医学知识，也有针对医务人

员本身进行医德教育和宣传的。例如，这里贴

的很多名言中就有好几条是关于如何做一名合

格医生，或是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如何对待病人，

等等。下面列举几张。

野一个医生的真正幸福是用自己的才智辛劳

换来了病人的康复遥 心不如佛者袁 不可为医曰
术不如仙者袁 不可为医遥 即一个医生心地要像

菩萨一样善良袁 对待病人应该温暖如春曰 医术

要像神仙一样高超袁 对待患者应该妙手回春遥
要要要中国科学院院士 裘法祖冶

野看病只看病情袁 不看背景遥 高干尧 平民袁
有钱尧 无钱袁 城市尧 农村袁 一样的热情耐心袁 一

样的无微不至袁 一样的负责到底遥 作为医生袁 我

们必须一切从病人出发袁 这是不能改变的信念遥
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患者解决疾病带来的

问题袁 给患者的健康与生命提供保障袁 这才是医

学本身的目的遥 要要要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冶

除此之外，甚至在两处地方非常醒目地贴

着蒙汉两种语言的南丁格尔誓言：

野余谨以至诚尧 于上帝及公众面前宣院 终身

纯洁袁 忠于职守袁 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袁 勿

为有损之事袁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袁 慎守病

人及家属之秘密袁 竭诚协助医师诊治袁 勿谋病

者之福利遥 要要要南丁格尔誓言冶

3.2.2 图文并重

在此医院的医普挂图中，蒙医医学家图像

的下方有较为详细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及所作贡

献介绍。可以比较的是，在呼和浩特和通辽的

十家医院中虽然有有关蒙医学家的图像，但却

只有像人物的名字和行医年代这样的简单说明，

而乌丹镇中蒙医院里的这些图像则都配有详细

的人物介绍和说明，并且都有蒙语和汉语两种

语言的挂图 （中医学家除外）。例如，在著名蒙

医学家依喜巴拉珠尔的图像下就有如下的说明。

野依喜巴拉珠尔 渊也协班觉冤 渊公元 1704-
1788冤袁 青海籍蒙古族袁 依氏自四岁学藏文后在

青海查干哈达庙尧 佑宁寺等地学佛学袁 二十岁

拉萨深造袁 二十五岁获林思日朵伯卓学位后又

拜尼玛圣赞阿格旺扎木苏为师潜心研究蒙藏医

药学尧 天文等学科袁 二十八岁返佑宁寺任堪布

职务遥 因精通大小五明而获班智达学位遥 从此

以额尔德尼班智达堪布闻名于世袁 后被乾隆皇帝

封为扎郡格堪布遥 依喜巴拉珠尔一生学术造诣深

厚袁 著有全集八大卷五十八部月四百多万字袁 囊

括医学尧 天文学尧 佛学等遥 其中 耶甘露之泉爷尧
耶白露医法从新爷 尧耶甘露点滴爷尧 耶甘露汇集爷尧 叶白
晶药鉴曳 堪称蒙医学经典著作遥 依氏汲取印度

医尧 藏医尧 中医之精华袁 融汇于古代蒙医袁 创造

性地提出了蒙医六基症等理论袁 为近代蒙医学

奠定了基础遥 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尧 为

子孙后代造福的蒙医圣人遥 同时又是杰出的天

文学家尧 哲学家尧 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遥冶

这样详细的介绍使来医院就医的患者和家

属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蒙医学家的生平，从而

对整个蒙医历史和文化都有所了解。显然，无论

在所普及的内容和深度上，还是在普及的效果

上，这都比那些只有图像的简单传播要好很多。

3.2.3 蒙医经典普及中的问题

此医院较注重用蒙文宣传和普及医学知识，

相对其他医院有较多蒙汉对照的内容 （蒙汉对

照共六张挂图，占全部挂图的 11%）。但与此同

时，也还存在有一些缺憾，因为这些蒙汉对照

的挂图除了一张蒙医学家的介绍之外，其余的

都不是蒙医方面的内容，其中有节选自中医经

典 《黄帝内经素问》 中的四个片段以及南丁格

尔的誓言等。而实际上，蒙医并不是没有自己

的经典著作，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经典语录，只

是，不论在医普做得较好的乌丹镇中蒙医院还

是本次调查的其他医院，还没看到一家医院将

蒙医经典直接用在挂图中。这似乎也表明此医

院虽然较注重使用蒙文的宣传，但在真正用蒙

文宣传和普及蒙医知识和文化方面，仍有值得

改进之处。

4 总结与讨论
4.1 现状与特点

基于我们的调查，以及调查所做的数据分

包红梅 刘 兵 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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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内蒙古地区和蒙医相

关的医院医普的一些现实特征。

4.1.1 蒙医知识宣传非常薄弱

从整体分布来看，在呼和浩特和通辽的这

十家医院中，除了内蒙古中蒙医院和通辽市蒙

医院之外，其余的在宣传挂图中蒙医内容占的

比例非常少，有些医院甚至根本就没有蒙医方

面知识的宣传普及。而在这两家从图表上看蒙

医内容较多、较突出的医院的挂图中，如果仔

细分析其内容分类就会发现，这些蒙医宣传内

容中占的比例最高的是医学家图像。其实这也

是一个较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在调研中还发

现，同样的人物图像重复出现的非常多。以内

蒙古中蒙医院为例，在总共 84 张挂图中，蒙医

方面的有 32 张，占 38.1%，似乎这个比例还算

合适，但是，在这 32 张蒙医相关的挂图中，有

24 张是蒙医学家的图像，而且这 24 张人物图像

还是重复的，是 6 位古代蒙医学家的图像每张

重复贴了 4 次。实际蒙医知识方面的挂图有 8
张，占全部蒙医宣传挂图的 25%，并且这 8 张

展板中的具体内容，如前所述也并不完全都是

蒙医内容，也有一些和西医内容相混合的。

通辽市蒙医医院的情况也类似，在 8 张蒙

医类图片中 4 张是医学家图像，其余的才是医

学知识类的。而呼和浩特市白嘎力克蒙医院更

是没有一张蒙医类展板。我们在调查中选择的

都是一些专业的蒙医医院、中蒙医院或与蒙医

相关的医院，这些医院的情况尚且如此，那其

他的医院更是不大可能向公众去普及蒙医文化

和知识了。由此可见，医院，尤其是这些专业

的中蒙医院和蒙医院向公众普及的传统医学知

识显然是过少，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够，远远未

能体现出国家和政府对民族医学的重视和传承

发扬民族医学的倡导，不足以满足蒙古族公众

对蒙医的信念和需求。

4.1.2 西医知识宣传普及力度大

从前面的统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

在专业的蒙医院还是在综合医院的蒙医科，家

家都有对西医知识的宣传，而且在有些医院里

西医知识挂图所占的比例还很大。仍以内蒙古

中蒙医院为例，在单纯宣传普及医学知识的挂

图中，有关西医的达到 22 张，有关蒙医和中医

的分别只有 8 张和 2 张，可见西医知识占的比

例之大。如果在十家医院中，就医学知识普及

方面西中蒙三种医学知识的总数进行对比，更

能看出这一问题：西医知识类 37 张、中医知识

类 5 张、蒙医知识类 14 张，其中普及西医知识

挂图的数量占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些数字的基

础上，如果再考虑我们所选择的医院的性质，

即我们的样本医院都是以蒙医为主的医院和其

他医院的蒙医科室，那么这一特征也就更说明

了问题。

4.1.3 中医文化宣传力度大

在本次选择的两个城市的十家医院中有三

家是中蒙医院，从这些医院的宣传挂图中我们

可以明显地看出医院对待这两种医学宣传上的

不同。由于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中蒙医院里没有

有关中蒙医的医学文化方面的内容，下面主要

看内蒙古中蒙医院和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的情

况。从总数上来看，蒙医文化内容共 35 张，中

医文化内容共 39 张，似乎中医文化显不出太大

的优势，但从两者的具体分类上看，还是能看

出些问题来。在医学文化一类中，两家医院加

起来蒙医学家的图像共 27 张，占此类的 77%；

中医学家的图像共 13 张，占此类的 33%。但如

上所述，其中蒙医学家图像重复的非常多，共

六张人物图像被重复张贴四到五次，也就是说

这 27 张人物图像最多只是 6 个人物的图像，

而中医的情况则不然，一家医院没有重复两次

挂一个人图像的。可见，蒙医文化一栏中的 35
张数字并不能说明蒙医文化的宣传之力度有多

大。而在医学文化之名言名句一栏中，中医共

有 25 张的内容，而蒙医一张也没有。我们可以

看出，此处中医文化之宣传力度相比之下非常

大，而蒙医文化除了反复出现的几个医学家图

像之外几乎没有更实质的内容。

4.1.4 汉语的使用在宣传挂图中占绝对优势

根据前面的统计，使用汉语的宣传挂图共

131 张，占总数的 75%；其次是蒙汉对照的，共

38 张，占总数的 22%；蒙文的共 5 张，占总数

的 3%。很显然，纯蒙文的宣传挂图数量非常之

少，从总比例上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蒙

汉对照部分的数量还算不少，但从对具体内容

的分析仍可以看出，其中除了一张医院科室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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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和六张医院医师简介之外，其余的 31 张全部

都是古代蒙医学家图像的部分，并且都是重复

多次的同样的内容，而且通常只有医学家的名

字与生活的年代等非常简单的文字。由于蒙语

使用的过少，这也会带来针对蒙族公众的传播

上的问题。当然，在像呼和浩特这样的城市，

许多蒙族公众不再熟悉蒙文的使用，也应该是

一个影响因素。

4.2 存在的问题

基于前面的统计结果以及对现状特征的概

括，特别是考虑到此地区的民族特殊性，因而

针对内蒙古地区蒙医普及，我们可以将存在的

问题做一小结。

4.2.1 传播观念上袁 忽略了蒙医知识传播的重

要性

蒙古族医学是蒙古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活实

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是蒙古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它长期以来的诊疗实践

证明了自己神奇的疗效，从而受到了广大蒙古

民众的认可，为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的繁衍生

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今天由于科学主义的

泛滥，包括蒙医在内的很多传统医学的理论很

难用现代西方科学和西方医学进行解释，从而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和危机。在这种情形之

下，作为专门的蒙医院或蒙医科室有义务让更

多的人了解蒙医，认识到蒙医蒙药的独特功能

和疗效。但是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医

院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医院医普宣挂图中，

有关蒙医普及的内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存在问题，远远没达到很好地宣传和普及蒙

医的目的，而更多的是敷衍了事的痕迹，也表

现出在强势的西医面前的不够自信。

4.2.2 传播方式上袁 忽略了用蒙语传播的重要性

目前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保

健意识的加强，以及道路交通的便利，很多农

村牧区的农牧民也会经常来大城市的医院看大

大小小的疾病。因此，城市里的医院里不仅是

城里人看病，还有众多农牧民来看病；看病选

择蒙医的患者大部分是蒙古族群众，而现在虽

说大部分蒙古族群众都懂汉语，但也有很多人，

尤其从农村牧区来的患者只懂蒙文不懂汉文。现

实的情况是医院中蒙文的医学医普挂图非常少，

很多医院更是一张也没有。这就失去了向一大批

重要的传播对象传播蒙医的机会。

4.2.3 传播内容上袁 对于蒙医这样的民族医学袁
缺乏恰当的选择

目前所看到的医院医普挂图中，有关的蒙

医方面的内容，最常见的是古代蒙医学家的肖

像，但这些画像除了医学家的名字和出生年代

之外，通常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事实上，如果

想要达到更好的传播目的，若是能够再把这个

医学家主要思想以及对蒙医学发展的贡献等简

要介绍一下，就会使公众不但知道了有这么一

位伟大的医学家，还可以了解到一些蒙医历史

或理论方面的知识，一举两得。而目前的这种

单个简单画像的挂图，给人们传播的信息非常

少，很难达到理想传播的目的。除此之外，对

蒙医理论知识的宣传总是半遮半掩的，似乎不

敢大胆直接地进行传播。很多地方只是提到一

点半点的蒙医概念，或相关知识，而更多更细

的内容却并不进行解释，同时又将其和大量的

西医知识混在一起，让人很难明确、系统地获

得基本的蒙医知识。这里的原因可能复杂些，

但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对蒙医理论的神秘性印象

更加被加强，甚至由于没头绪地引入几个蒙医

概念，只会让人们觉得难以理解，从而无法认

同和接受蒙医。

在前面对蒙医普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

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应对造成这种现状和问

题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针对问题的解

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些工作，笔者将另

文专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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