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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的发展使世界更趋相同或一致，但多元的文化（包括传统、习惯、信仰和行为方式等）毕竟
成为构成世界的基础，因此要求医学工作者在面对疾病时，要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了解社会和环境
因素是怎样影响健康的，了解每个文化体系保持健康的方法都是特殊的。
　　本研究采用社会－心理－生物－医学的研究模式，不仅在国内侗族主要聚居地调查研究侗族医药
中的病征、药物、医方，而且将侗族医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考察，研究侗族所特有的生态环境、
社会活动、宗教文化、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经济活动等因素与医药的关系。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侗族医药与汉医药（即中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的异同。
从而发现该环境下侗族医药的特征、意义及可能产生的某种变化，使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侗族医药的
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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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黄”、“打标”的款规款约（二）侗族稻作宗教文化（三）观天象测收成（四）与稻作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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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瑶族由于一般为几户或十几户聚居或独居，迫使瑶族群众大都能掌握5～10种草药的使用方法，家
家户户皆种植常用草药。
同时瑶族与外界的交换过程中，逐渐扩大品种，使草药成为瑶族与外界交易的主要物品之一。
因而瑶族从事卖药为生的远比侗族要久远，且远及华南一带小镇，以及广州、南宁、长沙、贵阳、柳
州等大中城市。
在一些旧方志及其他史书中，多有瑶族卖药治病之载。
直至现在，在瑶族居住的村、乡、镇，一年一度的端午药市是瑶人卖药的高峰，我们曾对湖南省10多
个瑶族乡、镇的端午药市进行长达4年的调查，90%均为鲜草药，药摊数百个，有些地方达几里路长，
而且端午这天瑶人必洗药水澡。
当地的汉族及其他民族也深受此习俗影响，纷纷买鲜草药洗药水浴和购置常备药物。
其场面之壮观，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中、西医虽已十分发达的今天，仍见这样盛大的药市，足显民族医药生命力之旺盛！
　　侗族虽也居住在中国南方广阔山区，但侗族一般居住在高山中较平坦的山谷、河坝地带，以从事
农业和林业为生，他们种植稻、旱粮、蔬菜，饲养家禽，腌制酸菜，有酸鱼、酸肉、酸鸡、酸鸭以及
各种酸蔬菜几十种，每家大小泡菜缸几十个，故有“侗不离酸”之说。
他们一般都几十户、上百户聚居，房屋连边成片，具有公共的活动场所⋯⋯鼓楼、花桥（风雨桥），
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田园经济，但其商品经济不发达。
直到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才逐步活跃起来。
因此，侗族没有像瑶族那样，以出售草药作为维系民族生存的手段，因而也没有形成像瑶族那样“瑶
族皆医”以及盛大的药市。
但是侗族在对疾病的命名分类方面，却比瑶医古朴、详细。
我们所搜集到的938种病名，经考证归入613种病症，其中与中医病名相同的仅165种，约占考证病名
的16.8%，说明中医对侗族医药有一定渗透，但不属主体，侗族医药的独特性于此也可见一斑。
侗族从古到今，长期以来形成了群体思维的习惯，侗族传统思维的过程，就是把对象进行喻象加工、
改造的过程。
认识事物、解释世界，对事物的性质、特征、关系的认识和反映过程，都予以喻象化，它所喻的对象
往往是在表象基础上的经验之事，同时也反映在它的医药上。
如侗医认为，风邪致病势如走马，常称这类病为“走马病”，按病变部位不同，临床上分为“走马人
皮”、“走马入筋”、“走马入骨”、“走马入肚”，分别类似中医的“皮痹”、“筋痹”、“骨痹
”、“风泻”。
又如附骨疽，初起以局部隐隐作痛为主症，故名“阴箭风”，中期见肉腐烂，故名“骨溶肉症”，晚
期死骨排出，故名“骨溶骨症”。
这些独具侗医特色的疾病命名，在侗医病名中占有很大比例，而瑶医中则没有这样系统、深刻。
　　我们在瑶族地区的调查中，从搜集到的药和方来看，其中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痛、虫蛇咬伤
、跌打损伤、皮肤瘙痒、湿疹、疥疮、皮炎、小儿疳积的药和方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与瑶族的生活习
惯、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紧密相关。
瑶族居住地多雨水及云雾，短日照，湿度大，居住在简单的竹屋，俗称为“千个柱头下地”，或半山
洞、半房屋，俗称为“半边居”的地方，为了方便迁徙，灶用3块石头垒成，围火塘而卧。
在瑶家到处可见到用杉木做成的高1米，宽0.6米，长0.7米的大木桶，这便是用药水洗澡的“庞桶”，
又称“黄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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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侗族是我国主要土著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现有人口约300万。
侗族之所以能繁衍至今，除了侗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慧奋斗之外，强壮的体魄是民族生存的基石，侗
族医药在增进他们体魄健康和防病治病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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