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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金平瑶族 医药初探 

：查世(中国科学皖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昆明6俐 ) 

· 民 族 药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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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就瑶医对病因的认识、诊断、治病的方法，瑶医对药抽的分类、用药原则、用药特征、用药彤式，瑶医时药用植抽 资 

源的利用及瑶族土著居民的自我保健，瑶医药的传承等多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方法 收案文献资料，时其进行整理和分 

析；野外调圭及关照人物的访问，事与性农村评估方法的应用。结果 壹平瑶族的民『日1医药是一种经验医学．它正处于一十 

不断积累和丰富完善的阶段。对药用植抽资源的开发，本暑对瑶 医保护和利用相结告的原则，使瑶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洗 

药水澡、吃药耙、把菲在疾病的丽酵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结论 在挖掘、整理民闻传统医药文化知识的同时，应该尊重当 

地人积累的传统知识 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睹此之外，也应谊采取积极有垃的措施，使这些传统知识摆脱索教文化、封建迷 

信 的束 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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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为我国南方古老民旌之一，是驰名 中外的山地民 

族。“南岭无山不有瑶 ，如今在桂、湘、粤、云、贵等省区 130 

多个县的山区以及越南、老挝、泰国、法国、美国等国居住着 

700多万瑶旗人 。在生产实践中．瑶族人民逐步熟悉和 

掌握了动、植物的属性及功能．并用于抗钾毒虫、猛兽 病魔 

的侵袭以及恶劣的生活条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 

创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医药文化，成为祖国传统医药 

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0 。关于云南瑶族传统医药知识的 

研究，作者还未见文献报道，本文就云南盒平一带的瑶族传 

统医药文化作一点初步的介绍。 

1 研究地 区 

据文献记载，云南金平的瑶族并非自古就有之，而是从 

广东、广西长途迁徙而来。金平境内的瑶族支系较多，有红 

头瑶、蓝靛瑶、平头瑶、沙瑶 4个支系 。其中，“红头瑶”支 

系在金平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为广泛．同时．他们的生恬方 

式、礼仪习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医药卫生等方面都代表 

了金平瑶族的主流“ 。因此．在野外工作过程中，我们主要 

对分布于金平分水岭自然保护区周边一带的红头瑶村寨进 

行重点调查。 

2 研 究方法 

野外谓查前，收集和整理了金平的地方志、植物志、动物 

志、民俗风物志及口碑。对金平红头瑶的迁移历史、社会、文 

化状况、民间传统医药的发展概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野 

外调查过程中．与当地的草医、牧民、老药工进行交谈，从交 

流中详细了解了瑶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内涵以及它源远流长 

的发展历史 。同时，也和当地 的草医一起进山采药 一 。在 

调查过程中，参照预先准备好的调查提纲，和当地土著居民 

广泛交流，从中了解他们对 自己传统医药文化的认识 、对其 

他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看法以及当外来医药文化与本民族 

的文化发生融合和冲突时，他们采取什么态度来接受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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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此基础上．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3 结 果 

3．1 瑶医治病的种类及对病因的认识 瑶医治病几乎涉及 

所有的方面，包括内科、外科 、五官科、妇产科、儿科、皮肤科 、 

神经精神科等。具体来说，他们主治的疾病有 ：肝炎(甲肝、 

乙肝)、肝硬化、脑血栓、肺结核、瘫痪、头昏发热、伤风感冒、 

肾结石、前列腺炎、月经不调、子宫脱垂、接生、节育、不孕、难 

产、堕胎、避孕、四肢酸疼、神经 疯、体虐、皮肤病、风湿麻 

木、骨折、跌打损伤及各类毒蛇咬伤、枪伤等。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瑶族草医在治疗风湿麻木和妇科疾病方面有独到之 

处 。 

瑶医认为，人体患病与自然环境影响、饮食不调、冷热不 

适、意外创伤、劳累过度、房事不节、先天禀赋异常等因素有 

密切的关系。侧如：他们认为想问题过多、心情急躁、受惊 

吓、受打击等容易导致各类神经病；受玲、受湿容易得风湿 

病；外界气候与体内血液不适时，也会生病；同样 ，因为人的 

抵抗力各不相同，因此，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抵抗力弱的 

人就易生病。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虽然瑶族医药是一种经 

验医学，但他们对病因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2 瑶医诊病的方法 在诊病方法上．瑶族草医与中医略 

有不同，他们采用“望、闻、同、触”的方法，而重于 问”。此 

外，还有甲诊、掌诊、舌诊、耳诊、眼诊、面诊、脉诊等。侧如： 

瑶医认为，人的五脏内腑对应于手相上的不同纹路，因此．观 

手相纹路，便可诊治痰病。 

3．3 瑶医的治疗方法 云南金平瑶族医学是经验医学．这 

些经验都来自于实践 ．因此它也是实践医学 ．从而治疗方法 

丰富多彩、千奇百怪。常用 的治疗方法与湖南 的瑶族相 

似 ，主要有 ：①内治法；⑦药膳疗法；③外治法：除药物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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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有其它一些方法，如药浴疗法 、烧炙法(将药物捣碎成 

糊状，将细麻绳在药物汁液中浸泡片刻．然后用细绳在体表 

穴位上烧灼、熏熨)、推拿法、用针放血、拔罐、刮疝等法；此 

外，还掌握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外科治疗方法，如遇蛇咬时． 

有些草医用刀割开咬伤之处，将蛇毒挤出．选是最原始而有 

效的外科手术方法。药浴疗法是最常见、也是最为古老、应 

用最为广泛的治疗方法。瑶族先民常用药浴治疗感冒发热、 

风湿骨痛、麻木及瘫痪等，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产妇药浴，淋浴 

后 3 d可下床做家务，7—8 d后便可离家下田栽秧，上山采樵 

而不损身体，这在其他民族中是罕见的。 

3．4 瑶医对药物的分类 在漫长的医疗实践过程中，瑶医 

根据药物的形态、性昧功能及临床应用特点对传统药物进行 

了分类，但不同的瑶医实践经验不同，因此，他们对药物认识 

及分类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分类方法： 

①太多数瑶医普遍将常用药物分为 虎“、 牛 、“钻 、“风 四 

类 。 虎 类药物性能歧猛，见效快，多为消肿止痛类药，有 

一 定毒性 ；“牛 类药物性能强劲有力而持九，多为舒筋通络、 

强筋壮骨补肾药；“钻”类药物性能强劲攒透、通达经络、透利 

关节，多为行气止痛、散瘀消肿类药。“风 类药物性能多样， 

多为清热解毒 ，祛风利湿、活血调经类药。②除了上述分类 

方法外 ．有的瑶医将药物分为 表药”、“打药”、“暖药”、“补 

药”、“凉药”五类。“表药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解除表症，治疗 

疳积病的药物； 打药”为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骨痛、无名肿 

痛、毒蛇咬伤和堕胎的药物； 暖药”也就是驱逐寒湿括血类 

药物； 补药 用于体虚、补气血、滋阴壮用等；“凉药”为消炎 

解毒、利水消肿类药物。通过比较可知，虽然不同的瑶医对 

药物的划分类型不一样，但这两种分类方法存在诸多相似之 

处。例如： 风药”与“暖药 、“打药”、“凉药”在功效方面有异 

曲同工之感。临床用药的时候，根据不同的疾病 ，同时结合 

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等情况 ，多种药物配合使用 ．而非单 

纯使用某一种药物。 

3．5 瑶医治病时的用药特征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 

金平瑶族草医结合 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临床实践总结出了一 

套独特的用药规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瑶医用药多 

以植物类药材为主，且多为鲜用．一般不经炮制直接用于患 

者。据说，鲜药一经炮制，其中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因此． 

易丧失药性。对于干用的药材，则是将药采集后，经过加工 

晾晒、自动霉干，然后切碎，保存于干燥处，以便待用。②植 

物药与动物药配合使用。瑶医经常把植物药与猪肉、鸡肉、 

鸡蛋或其汤汁混合煮食做为药膳来治疗疾病。瑶医认为，有 

些植物毒性较猛，通过与高蛋 白的内质食品煮食后，能适当 

降低毒性．这样，在治病时，产生的毒剐作用较小。另外，因 

为瑶族先民的生活条件差，生活水平低，因此在治病的同时， 

如果能摄人一定量的动物蛋白，可以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 

力。③瑶族医药是经验医学，因此在用药的时候 ．投有严格 

的剂量限制，但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瑶医对于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区域的人用药时还是略有差异的。例 

如．对于杀菌、消炎、舒筋活血类的药的用量就略有限制。对 

于 14—60岁的人来说，用药剂量几乎一致，而对于 60岁以上 

的人来说．用量应略太一些 ．相反 14岁“下的儿童．用药量 

仅为成^用量的一半；同样．女性的用药量应略比男性低一 

些 ∞对于不同的疾病、不同的人，瑶医用药的时间也各不 

相同。例如．一般来说．瑶医主张空疆服药，但是对于一些对 

胃有害的药物，则应先吃饭、后服药。有些瑶医将人的生长 

发育与太阳的早出晚落相联系，因此，他们主张儿童应在早 

上太阳出来之前服药 ．而成年人应在中午服药，老人应在太 

阳落山后服药，这期间女性服药时间应晚于男性 1小时左 

右，有些瑶医用药时间与患者的血型相联系，如果患者血液 

略显黄色，应早上用药，如患者血液略显黑色应 中午用药。 

如患者的血液略显红色，则应下午用药。@正姐中医用药一 

样．瑶医用药也有一些禁忌和戒律。例如，治疗妇科病、风湿 

病引起的心脏病及儿科病的时候．不能用酒炮制药物，据说， 

酒的火气太，用酒炮科药物．则会伤及患者的身体 ．此外，在 

服药期间，应忌吃鸡肉、牛内及酸辣的食物。 

3．6 瑶医治病的用药形式 不同的瑶医在多年的医疗实践 

过程中．各 自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用药形式，这些用药形式多 

种多样，丰富多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水)煎剂、 

酒剂、丸剂、搽剂、外敷剂、漓眼(耳)剂、熏洗剂(淋浴剂)、药 

膳剂、药剂、鲜药捣什内服、鲜药台服、传递式(婴儿吃药通过 

母亲的乳汁来喂养)。 

3．7 瑶医用药的原则 瑶医药尽管是一种经验医学．但是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勤劳、智慧的瑶族草医不断思考、不断总 

结，还是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用药原则。这些用药原则代 

代相传．它不但为瑶医的临床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且在 

这个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不断完善和丰富。在这些用药原 

则中，盈亏平衡理论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指导原则，瑶医认 

为 ，盈一满一溢一病 ．相反 ，亏一 虚_．损一病 。这一理论认 为 

人体是个统一的整体，它不但要求人体 自身各腑脏之间的盈 

亏平衡．亦要求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平衡 。瑶医治病的 

目的就是通过各种药物及非药物的方法，促进^体 自身各腑 

脏之间的盈亏平衡及人体与周围环境的平衡。根据这一理 

论，瑶医用药的时候，如果是盈症 ，则消，以用打类药物为主； 

如果是亏症 ，剜补，以用风类药物为主。风、打药物的相互配 

合使用，使人体达到与周围环境及腑脏之间的盈亏平衡 ．这 

样就能去除疾病。除此之外，有的瑶医根据病症的表现形式 

来用药，例如消炎解毒、利水消肿则多用凉药；解除表症 ．治 

疗疳积则多用表药；驱逐寒湿活血化瘀则多用暖药；治疗跌 

打损伤、毒蛇咬伤和打胎则多用打药。 

3．8 药物资源的采集和合理利用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 

中．瑶医在药物的采集和使用方面也菪{累了丰富的经验。归 

纳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采药的部位随季节、气候 

的不同而不同。因为瑶医用药多以鲜药为主，因此他们多是 

现采现用。而对同一药物．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环境采药部 

位也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冬、春季采药 ，多采集根部 ．而 

夏、秋季采药．则茎尖、茎中部为佳；雨季采药 ．尤于茎尖新发 

的枝叶为最好，旱季采药 ，多采集茎下部及报部。据说，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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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采药 ，植物的药效最好。②利用和保护扭结合。一般来 

说，瑶医采药不采根，非用根的药，剪j采用老根、留新根。这 

样做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新根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 

分，保证植物正常的生长发育，以便持续利用 ；其次，采药时． 

用多少、采多少、而井非将所有野生药材一次性采光。除此 

之外，如果某类植物药野生种类较少 ，瑶医就 自己种植该类 

药材或用其它资源较丰富的植物药代替该种植物药来治病 

这一做法也不无科学道理，因为减少了该种植物的采集，也 

就有效的保护了该植物的种质资源，这样为该植物的繁衍和 

生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③养护药物的生存环境 瑶医大 

都主张保护大衬、保护森林、保护整个自然环境 ，这样就可以 

为药用植物提供优越的生存环境。从上可知，瑶医多年积累 

下来的采集和利用植物资源的传统经验和传统知识是完全 

符合科学道理的。 

3．9 瑶簇土著居民的卫生习俗和疾病预防 瑶族是一个具 

有丰富医药养生知识的民簇，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 

中，他们不但在诊病、治病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 

璜防疾病方面的方法也是难艟可贵的，他们把这些医药知识 

融于日常的风俗习惯之中。在金平分水峥 自然保护区周边 

一 带的瑶簇居民中，最为流行且最易被人乐于接受的疾病预 

防措施、自我保健的卫生习俗有以下几种：①药潜：药潜被认 

为是集防病、治病、强身健体为一体的风俗习惯。因此，盘平 

一 带的瑶簇不论男女老少，都有洗药水操的习俗。过去据说 

是每日必洗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提 

高，特别是由于药用植物资源的减少，药浴的次数也大为减 

少 目前，主要集中在几个重大节 日，如端午节、重阳节、盘 

王节才进行药浴。当然，妇女产后药潜是一种例外。产后药 

搭是一种独特的妇女保健方法，通过 药潜 可改箨血液循 

环、加速皮肤代谢、舒筋括络，起刊除恶祛邪强身健体的作 

用。常见的用于药潜的植物有：粗梗胡般(瑶名：lubi，学名： 

P 肌 E )，凹头苋(瑶名 ：ganjimng mi，学名： 胧哪 一 

t 如 Ⅱ)，地桃花(瑶名： 肿 j ，学名：￡ 啪  毗 )，栽秧 

泡(瑶名：ying ge ylng，学名： 血 卅 0n 曲 )，白 

钩藤(瑶名： 嘻 ，学名： m血 船 正 )，过路黄(瑶名： 

lu hum~g mi，学名： chr／u0u~)，车前 (瑶名 tang 

，学名：P／anzago 妇 )，括血丹(瑶名：dj pou，学名：Cdeo~o． 

如 一h)，无刺菝奠(瑶名：dengji yang gong，学名： 

md ‘)，石菖蒲(瑶名：ch舳 bou mall~，学名 ： 洲  们 ， 

山稗子(瑶名：1肌 ，学名：c )。@端午药耙：每年 

端午节，金平一带的红头瑶都要用药用植物与面糟及糖混合 

做成一种可食 的烧饼一药粑。据说，吃了药粑以后，可驱出 

人体内的大量蛔虫。因此，这种端午屹药耙的风俗习惯在治 

疗肠道寄生虫病、保障人们特别是儿童的健康方面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常见的用于做药耙的植物有：球花胡般(瑶名： 

，学名： r 疗l罩。 )，黄毛草莓(瑶名 ： gou ，学名： 

Fmor,a Tcr )，蛇台委霞菜(瑶名：ge nomi，学名：pot~a- 

mhH面l 咖 )，旱芹(瑶名：leji帅 ，学名：却 瑚 -c- )．短 

片藁本(瑶名 ：chun xiong，学名：L／ostk~ brac~／obum)，马兰 

2OOO年 Il 

(瑶名：ge 8i dj，学名： )，车前(瑶名 ：t ze，学 

名：P~aago删d如Ⅱ)，草果(瑶名：Ia0 h舳，学名 ：̂m帆啪 加。一 

幻)。③隔离与火葬。瑶族先民早就认识到有些疾病可以传 

染，因此，他们积极采取措施来防止疾病的传染。例如，他们 

将患传染病的患者与普通居民分隔开，这样就有效地制止了 

疾病的流行。对于因传染病而致命的人，他们将其尸体黄 

烧，这样既达到了消灭传染源的目的，也保护了环境免受污 

染 。除此之外，有些村寨的乡规民约，也对预防疾病、保护 

环境起刊了锟大的作用。因为瑶族村寨都是座落于依山傍 

水的地方，一些乡规民约规定不得将废弃物、杂物丢^水中， 

因此这些地方法规对预防疾病、保护环境也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 

3．10 瑶医药的 自身教育和传承方式 瑶族最有 自己的文 

字，他们的医药传统知识缺乏典藉记载和系统整理。因此． 

瑶簇的医药传统知识全靠从医者以口传心记、指物传承、亲 

教秘传的形式，在采药与治病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各种草 

药的名称、形态、功用、学习各种配方的使用方法。一般来 

说，瑶簇草医的医药传统知识的传承范围广，最有严格的人 

员限制，其要感兴趣 ，就可以拜师学医。 

3．11 瑶医药的其它特点 瑶簇医药传统文化知识是瑶族 

先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积累下来的，除了在 

上面提到的有关诊病、治病、用药等方面的特征之外，还具有 

以下几方面的重要特点：①医药不分家。一般懂药则懂 医， 

习药必通医。 有医无药医不灵，有药无医药无用”，就是红 

头瑶草医的真实写照，对于大多数红头瑶草医来说，他们都 

是医药相通的 @异地用药。所谓异地用药就是说，在一个 

地方患病，必须到其它地方去治病、吃药。据说．患者之所以 

患病是因为人体与周周的自然环境不相平衡，息者只有离开 

原来的生活环境 ，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治病，才有利于疾病 

的治疗。正因为如此，在金平一带的红头瑶草医中，流传着 

这样一种说法： 高山采药 、矮山治病、低山采药、高山治病 。 

③药食同源。金平一带的红头瑶，除了特殊日子的风俗习惯 

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以外，在平时的饮食生活中，他们 

也注意对身体的自我保健。由于红头瑶村寨多位于高山峡 

谷地区，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他们平时的饮食主要以野菜 

为主。野生蔬菜具有丰富的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索，因此，大 

量食用有利于机体 的维生素朴充：其次，有些野生蔬菜本身 

就具有防病、治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红头瑶药禽同源的 

做法，为世人髂道。这些既用来做药，又用于做野生蔬菜的 

植物有：光亮蜜网蕨(瑶名 h帅 dl，学名：P̂ 出)， 

球花胡椒 (瑶名： Iao，学名 ： r 一)，凹头苋(瑶名： 

E曲jjanE mi，学名： Ⅻ∞‘ ￡ )，黄毛草莓(瑶名：ying gou 

，学名： n击)，蛇台委霞菜(瑶名：ge Ho m1，学 

名 ： n )，早芹 (瑶名：le 日n m，学 名： 【l肌 

)，短 片 藁 卒 (瑶 名：chun 嘻，学 名：[ r t r 

6 6 ·6m )，蜘蛛香(瑶名：di flu hun，学名： z， 

)，马兰(瑶名：ge di，学名：岛 )，车前(瑶名 ： 

恤 ze．学名：尸I咻 ·叫 )，草果(瑶 名： hao，学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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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④红头瑶的草医大都为妇女。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来是受传统瑶族家庭分工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其次，因为瑶族医药传统知识主要“口传心 

记的方式来传承，女性记忆力强 、有耐性．因此．最适台学医 

治病 ；第三．红头瑶的医药在治疗妇科疾病方面为世人群道， 

因此．妇女学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⑤传统医药知识与宗 

教文化、封建迷信有着千墼万缕的联系。红头瑶大都信仰道 

教，加之封建迷信曾经盛行一时．因此．在传统医药知识形成 

的同时，它难免不受宗教文化、封建迷信的影响。目前．红头 

瑶的医药传统知识 中就渗透 了一些宗教迷信思想的内涵。 

倒如．有些草 医每年都要精选一棵常绿的大村做为 药王 

树”．年终时，需在“药王树”下烧香拜树 ．并胨述当年治了哪 

些病 ．用了哪些药 据说，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第二年行医医 

通．用药药灵；常被瑶医斌做 药王树”的大树有：长序虎皮楠 

(D叩  ̂ n rB曲m∞‘m)、八角(1lli~imn n肌)、中华槭 

( 拈)、四瓣崖摩(Amoora r l c)。其次，有些草医 

认为采药不能在双日或中午采 ，采药的最佳时间应是根据天 

干地支推算“己卯”日．据说，“己卯”日采的药，药效最灵。 

3．12 瑶燕 医药与西医、中医及 其他民族 医药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的迅猛发展，加上 

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 ．在金平分水Il争自然保 

护区一带的红头瑶村寨中陆续出现了村一级的医疗卫生所。 

裹 1 云南叠平、广 西、湖南瑶蕨 医药比较 

同时，由于汉族文化不断向瑶族地区渗透和扩张．更由于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 瑶族医药传统知识探受西医、中 

医及其他民族医药的影响。瑶族草医面对如此强大的浪潮． 

还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接受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客观的对待各种不同医药文化 ． 

通过比较 ．充分全面的认识 自己民族医药体系的优势和劣 

势。大多数红头瑶草医都承认在治疗消炎、杀菌、止痛、发热 

等方面的疾病时，西医具有见效快的特点，而传统民族医药 

则见效慢一些。但是，在治疗跌打损伤、风瀑麻木及某些妇 

科疾病的时候 ，相对西医、中医及其他民族医药来说．传统的 

瑶族医药则具有更好的疗效。②在保持 自己民族医药特色 

的同时．学习其它民族医药文化知识的优点和长处．以便丰 

富和发展 自己的医药文化。以前瑶医谚病从来不用脉诊，但 

是 ．在中医药、苗医药等文化的影响下．有些瑶医主动学习了 

这一诊断方法．更为难得的是．大多数瑶医主张治病时，应西 

医、中医及民族医药相结台．发挥各自的长处．这样．既能起 

到见效快的作用．又能达到治标、治本的目的。 

3．13 云南金平瑶族医药与广西、瑚南瑶族医药的异同 

如前所述，盒平的瑶族与广西、瑚南的瑶族虽然远隔千 

山万水，但瑶族草医在诊病、治病、用药等方面既有共性又有 

个性。现将其异同列表 1比较。 

4 讨 论 

对扁园的‘L诅 病的方法 治疗的方法 对药材的丹娄用药特征 用莳形式 用琦赢刷 善； 与 式 
云南盒平 自 环 境 髟 望、闻、同、■ 内治 法 、，卜治 。虎 、。牛 a 檀 材 琦 为 c水 )照 弼、酉 a盈 亏平 鲁理 

响、饮食不一、 琏、莳麟疗苦 。站 、。风 委 { 主 ．多为 用 ； 剂 、丸 弼、搽 论 ；b消 费 算 

琦热 不 适、童 。表 琦 ’、 打 b植材 药与 动 荆 、外t荆 、漓 毒、利 木 消肿 

外 估 、势 一 两 、。囊 莳 、 材 莳 配 伍 使 雎 (耳)弼、熏 多用 礤 莳 ；算 

过度 、府 ● 不 。补 药 、。凉 用 ；c用 莳 的 拄 弼 ({l‘浴 障 表症 ，暗疗 

节尊 莳 委 时间、弼量园 荆)、药膳 弼、 疳积 多用 衰 

^ 而 异；d甩 药 弼、鲜 莳 持 琦；驱运 寒 覆 

琦 时有一些禁 计 内 阻、衅 莳 活血北安 多用 

忌 和戒律 宫 阻、侍 遵式 睦两 ；治疗 胜 

(岳 儿吃 莳通 打扭 伤 、毒 蛇 

过母亲的乳汁 咬伤和打艚多 

来喂养) 用 打药 

广西 自 赫 环 境 髟 望、内、问、触 内治 法、药 材 。虎 、。牛 一植 暂 药 为 (木 )煎 荆 、{置 -盈 亏平衡 理 

啊、饮食 不调 、 拄 、t、炙 、熏、 。钻 、。风 堂； 主 ，多为蚌用 ； 弼、丸 剂、搽 论 ；b消 麦 解 

净 热 不 适、意 置 奠 、 挂 且 。且 药 、。打 b檀 暂莳 与动 弼、，卜t弼 、蔫 毒 、利 木 消 肿 

，卜创 伤、芳 ■ 莳垫 法 琦 类 材 药 配 伍 使 眼(耳 )刑 、熏 多 用 瘟药 ；解 

过 度、房 事 不 用 ；c对 有 毒 洗 剂 ( 搭 屠 表 症 ．精 疗 

节等 莳材耍加工炮 弼)、药 麟 剂 、 疳 积 多 用 表 

制 ；e根 据 动 药荆 药持 药 ；驱 蓬 寒 醒 

材相生相克原 汁 内服、 琦 括血化癣多用 

理用药 ：f甩药 古量 、传 遵式 囊 琦，精 疗 跌 

时有一些蓁忌 (岳 儿 吃 药遗 打 揖 仿、毒 蛇 

和戒律 过 母亲的乳汁 咬伤和打胎当 

来 喂养 ) 用打药 

朔 南 自 环 境 髟 望、闻 ，同、 、 内暗 法 ，卜穑 。风 药 。囊 植 材 琦 为 c )煎 弼、酒 a盈亏平 鲁 理 

响、饿食不一 、 触 法、饿童疗法 、 莳 。表 药 、 主 ．多为鲜用 ； 剂 、丸 弼、搽 论 {b消赉 解 

挣热不适、jt 魔括药浩、烧 。打药 娄 b檀 茼与动 剂 、外量捌、漕 套、 l 南肿 

莳 I苷：螭 午 莳 

耙 {隔离 与 火 

莽 

莳 搭：辅 午 药 

flej雄 黄循 ：打 

油蓑 ；扭塞 

药甫 ：螬午 药 

耙 ；单冀疆{打 

口昔 心 记 ：指 

材侍 承 ；亲教 

秘侍 

Ⅱ传 心 记：指 

材传 承 1亲 敷 

祷传 ；囊簇式 

口侍 心记 ：指 

材 侍 承；亲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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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耐府园的认识谚病的方祛 怕疗的方祛 耐药钳的升娄用荮特征 用药形式 甩药原刷 ； 与 式 

4．1 纵观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史 ，无一不是由原始的经验医 

学不斯积累和丰富完善，到民间医药学的产生流传．由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再到具有相当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和 

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瑶 

簇传统医药文化知识 ．既是 当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是瑶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瑶旅传统 

医药文化知识的整理和挖掘，不但有利于瑶族医药传统文化 

知识的传承和发扬，而且也是对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重 

要朴充。在调查中发现．金平一的红头瑶草医大多都年愈古 

稀．后继无人。因此，为了防止传统医药文化知识的大量流 

失．及时全面地搜集、整理、流传于红头瑶民间苹医中的传统 

医药文化知识是迫在眉腱的事。国家应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和条件来鼓励红头瑶苹医将他们的传统医药文化知识传授 

给后代，以便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4．2 瑶旅医药学是在不断医疗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医 

学，因此 ，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 中．不免搀杂了一些宗教、封 

建迷信的思想．如何使瑶族医药传统文化知识彻底摆脱宗教 

的束缚，根豫封建迷信的影响，使其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道 

路，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4．3 瑶族先 民依深山而居 ．生括环境差．生括条件恶劣．千 

百年来．他们在与 自然环境、毒虫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 自己民族特色的医药传统文化理论 

体系。因此．在搜集、整理、开发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的时候． 

应该尊重他们的知识、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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