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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健康的理念，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渐融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
各个方面，诸如人生礼俗、节日时令、语言等，使其不仅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健康养生、防病治病的
人文知识，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与规范着民众健康的认知和行为。
福建省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作为一个省份，自古以来，就因其区域性特征十分显著而出名。
它地处亚热带，境内多山，且山地与丘陵覆盖着连绵不断的茂密的热带雨林，气候闷热、潮湿；历史
上曾有过各种疾病与瘟疫的流行，严重影响着当地百姓的生存和地方的开发。
因此，在福建社会的开发进程中，当地百姓为了适应这种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在缺医少药的状况下
，围绕着健康养生、防病治病，创设了许多礼仪习俗，并产生了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语言，延续至
今。
在福建早期的开发进程中，福建百姓顺应自然，围绕生存与发展，创设了一些粗糙且朴素的、有益于
健康与防病的礼仪习俗。
自东晋之后，随着大量汉人陆续入闽，他们所带来的先进中原文化和与之相应的民俗，便逐渐同化了
福建原有的民俗：中医药文化也逐渐得到了福建民众的认同和认知，成为人们的健康理念并广为流传
。
与此同时，受限于福建各地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人文积淀之不同，使得传入福建的中原文化及其
民俗，不论在举行礼仪活动的具体形态方面，或是礼仪活动的内涵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与创新，使之
具备了福建的特征和个性，彰显出福建的地方色彩，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丰富多彩。
中医药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吸纳了福建医药的特点，从而才能在福建地区的传播与普及中更具有生命力
。
总之，流传至今的福建民俗，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又具有福建特色的民俗，而且富含丰富的
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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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文与医学的视野，通过福建民俗这一文化平台，分别从福建人生礼俗、福建岁时民俗、福建
谚语三方面，对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交融，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叙述其渊源、
发展与传承，阐述福建民俗中所包含的丰富医学内涵，使我们认识到福建民俗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反映，也是和人的生命活动及与之相适应的医药卫生保健知识密切相关的，从而使得人们
在举办这些习俗礼仪或相互交流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医药卫生知识的影响和渗透，进而深刻影响
着福建民众千百年来对于健康繁衍、兴旺益寿、防病治病等的追求。
在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进程中，对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海西文
化，并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本书适用于民俗文化研究者以及中医药研究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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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个人从生到死，不论在生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要经历许多人生阶段性的特征性变化。
就生理方面而言，《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
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
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
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写，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
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
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
八，则齿发去。
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写。
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
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这段叙述说明了男子到了16岁，女子到了14岁，身体发育日趋成熟，标志着人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女子从35岁，男子40岁起，身体功能便开始逐渐地减退；女子从49岁，男子从56岁起，机体功能
就全面衰退了。
在社会层面，随着身体发育的日渐成熟，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断地得到提升与强
化，如成人礼、结婚、生育等。
因此，自古以来，为了使人们更好地适应人生各个重要时期的变化并适应社会责任和地位的提升，面
对旧时农耕时代缺医少药的状况，许多智者贤人，根据当地的社会地理、人文环境，在文化层面创设
了大量丰富而通俗的礼仪，并将各时期所获得的医药卫生知识贯穿于其中，从而达到在文化层面，将
礼仪习俗与医药卫生知识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规定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准
则，实现疾病的预防与民族的健康兴旺。
随着干百年的传承与传播，这些习俗礼仪便形成了很强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包括人们在整个生命旅途
中主要阶段上的全部的生活习惯，而这些习俗的汇总便构成了人生礼俗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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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特点: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深刻体现福建民俗特色。
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发展交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建民俗与中医药文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