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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土家族医药文献进行抢救性发掘，对收集到的“口述”资料及文字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总结和提炼了土家医药

理论发展规律，提出构建土家医理论框架及土家医学术体系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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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据2010年全国

第五次人El普查数据为835万，排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

的第7位。土家族是我国中西地区结合地带的世居少数民

族，主要居住在湘、鄂、渝、黔边区毗邻武陵山区。土家族是

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世代通行汉字。土家族文化

的传承历代为“口耳相传”，其“口述”资料承载了土家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对于土家族医药文献的收集，发掘与整理

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期。其方法为：田

野调查中的“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发掘；民间文字资料的收

集；馆藏资料与考古资料的收集。现将近30年我们对土家

族医药文献调研与整理作一梳理与总结。

1 土家族医药文献调研

1．1 “口述”资料的发掘与收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

们先后在湖南湘西、湖北鄂西南、贵州黔东北、渝东黔江地

区的土家族民间进行田野调查，先后实地采访数百名土家

族民间医药人员。在采访中采用重点访谈与一般调研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对土家族医药文献资料进行发掘与收集。

在与土家族医药人员的访谈中收集到有关土家族医药方面

的“口述”资料，数十万字。其中有土家族民间方药、技法、

药物方歌，药物分类、药性、药物加工炮制方法，疾病诊断方

法，对疾病的认识，病因，疾病的分类，疾病治疗方法，疾病

“服侍”技术，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等等。在调研中这些资

料虽然零星，繁杂，初识者看来不完整，不系统，构不成一种

医学知识体系。但经过我们长期不懈的发掘、收集与整理，

获得不少土家族医药文献资料，实际上土家族医药是掩埋

在民间的，是一种从前鲜为人知的医学体系。比如我们在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洗车河访问的老土家医，均生活在我国

土家族语言区，均能讲土家语。在采访龙山县洗车河彭大

善老药匠时，他将祖传的土家医“二十四惊症”，及土家医

“封刀接骨术”完整的“El述”给我们。龙山县洗车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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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彭成龙用土家药治疗蛾子症、百虫吃肝症、各种痨病、

痧症、流痰等疾病的临床经验(El述资料)详细的介绍给我

们。永顺县勺哈乡胜利村五组土家族医向家湘介绍了土家

医“七十二症”，从病名到治法进行详细的“El述”。龙山县

他砂乡齐心村六组鲁开生药匠，介绍他治白虎症、霍乱症、

各种瘤症、摆红摆白症、,'hJL走胎症等临床治疗经验。泸溪

县白洋溪乡周家寨村二组周通群、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

定区)大坪乡塘家村赵善林医生都介绍土家医民间“七十

二症”。重庆市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官庄乡新庄村三

组王忠义老医生，以治骨疾为专长，兼有武功与医术相结合

的临床治疗经验，在临床上治疗巴骨流痰、走胎、妇科疾病

疗效好。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马乡李治民的封接骨

术，主治骨病疗效显著。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

镇郑祖纯医生，是鄂西南清江一带骨科名医，其临床经验丰

富。湖北省鄂西自治恩施市土家族名医周柱贤主治小儿疳

积处方“胖娃娃”是治疗疳积的特效药。周柱贤创制的周

氏太乙神针治疗风湿痹症疗效显著。贵州省铜仁地区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李光华对土家族药物识别，临床用药经

验及土家医方歌的整理独具特色。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崔照银治疗疑难杂症经验丰富。湘西自治州泸溪县瞿绍

双医生对土家医风病诊治及土家医昆虫类药物的临床应用

都积累丰富的经验。湖南省永顺县祖传18代土家医传人

周大成,'hJL提风疗法治疗小儿走胎技术，具有简、便、效、廉

的特点。以上例举的土家族地区老药匠、老医生“El述”医

药资料或现场演示的医技医术，只是土家族民间医药中的

一粟，但这些“El述”资料为我们挖掘土家族药文献提供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整理土家族医药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1．2土家族民间医药抄本的收集：抄本是古籍版本一种情

形，土家族民间医药抄本的收集是整理土家族医药文献的

重要资料。土家族民间医药抄本散在名地名老药匠手中。

通过在各地调研，所收抄本数量不多。从年代上考证，一般

是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所收抄本最大的特点是代代转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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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署名或不署抄写年代。现将收集的部分土家医抄本

简介下。

《七十二症》抄本，在湘西土家族民间有多种有关《七

十二症》的手抄本。如湘西永顺县向家湘《七十二症》抄

本，介绍了78种病症；湘西泸溪县周通群《七十二症卷》抄

本，介绍了79种病症；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赵善林

《七十二症》抄本，介绍了72种病症。经本文作者对3种

不同抄本病名比较，其结果如下。3种抄本中总计病名216

种(除去只有病名，而无证治描述的13种)，其中3种抄本

相同病名的有26种(共78种)；2种抄本中相同病名的有

27种(共54种)；3种抄本中不同病名的有84种¨’2l。

《二十四惊症》抄本。在湘西民间有多种关于小JL--

十四惊症的手抄本。现简要介绍彭大善、赵善林、彭承松收

藏的3种抄本。

彭承松藏本《小儿二十四惊》抄本，抄于“清光绪十八

年(1892年)壬辰春三月中旬日”。为龙邑文童彭建堂抄

本。抄本中记述了“慢惊、上马惊、下马惊、急惊、散手惊、

肚痛惊、马蹄惊、脐风惊、急鱼惊、蛇丝惊、左脉惊、右脉惊、

湖热惊、水泻惊、看地惊、还食惊、天吊惊、内吊惊、速魂惊、

乌鸦惊、膨胀惊、颈口惊、弯弓惊、盘肠惊”共24种惊症。每

种惊症中介绍了症状及治疗方法。

彭大善抄本《二十四惊症》为图文本。对每种疾病的

表现形式有图为示。24种惊症名有：百马玄蹄惊、卜地惊、

木马惊、铁蛇钻心惊、路中伸腿惊、飞蛾扑火惊、鱿鱼惊、盘

蛇惊、嘏子惊、蜘蛛惊、水泻惊、弯弓惊、肚痛惊、天吊惊、克

马惊、乌鸦惊、团鱼惊、鲤鱼惊、上马惊、长蛇惊、看地惊、盘

胀惊、缩阴惊、猴子惊，共24种惊症。

赵善林抄本《二十四惊风》中病名：蛇丝惊、马蹄惊、鲫

鱼惊、乌纱惊、肚胀惊、潮热惊、一哭一死惊、缩纱惊、脐风

惊、慢惊、急惊、弯弓惊、上吊惊、内吊惊、胎惊、月家惊、盘肠

惊、锁心惊、鹰爪惊、吐逆惊、撒手惊、看地惊、袒手惊、气忡

惊。

以上二十四惊症，主要是对小儿急性惊症的诊治记录。

其治法特点为外治为主，兼内服药物。

《南垣医抄》为永定人氏胡先兆(1803～1850)所著，共

18卷，现存残稿5卷。抄本中收载了地方特色诊疗经验。

《各方药草》抄本，为陆源手抄本，作者及抄写年代尚

待考证。《各方药草》抄本中介绍100余首。

《老祖传秘方》抄本，为永顺县石堤乡柴月村陈正达手

写本。收方101首，有儿科、内科及外伤科方药。

永顺县石堤西乡陈正达老药匠善于武打气功，是医武

结合的土家医，家中存有擒打气功方面的抄本。书中对人

体的穴位，不是按传统中医经络穴位描述，而是按人体位置

和部位描述的，在记述的近300个穴位中，大部分为土家族

药匠命名的穴位。并附图37幅。如勾子穴(位于腹股沟

处)、地空穴(位于足中)、鬼眼穴(位于膝眼部)、鱼鹅金耳

穴(位于耳垂下方)，架染小穴(位于人中穴上位)等关于武

打气功方面，有描述擒拿二十四气。“一天门、二金销、三

心金、四井栋、五大成、六后成、七将台、八还魂、九曲尺，十

脉门，十一三关、十二架梁、十三五虎、十四背心、十五肛角、

十六上马、十七下马、十八腿红、十九寮贤、二十弯子，二十

一弯弯子、二十二下寮贤、二十三鞋带，二十四钩子。”以上

擒拿二十四气，是按人体穴位和时节练功壮体强身。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泸溪县瞿绍双藏本《外科百单方》，

抄写年代在民间初年。抄写用纸为“引纸”，纸质超薄，被

面可见光。《外科百单方》为瞿善卿抄写，收外科病证药方

266首。抄本共526页，页面尺寸为11×13em。

民国年间，永顺县土家族名医彭廉泉手抄本《外科必

要》，收载外科方药百余首。抄写年代为中国民国三十一

年二月。彭廉泉又名彭法仙。

《急救药方》抄本，为永顺县陈复兴抄本，收方80药。

《祖传秘方》抄本，为桑植县孙发宝抄写。收方28首。

《草药十四反》抄本，为龙山县茨岩塘镇苞谷坪村谢应

全抄写。草药十四反以诗律形式记录：“草药龙盘反五加，

红藤莫与贯藤下。细辛又反经草，八仙不敌乌头骨。血竭

又怕过山虎，山虎又被本通欺。要知草药十四反，细辛又怕

斑毛鱼”。

鄂西南民间还流传土家药“十三反”及“草药三十六

反”等抄本。

《草约十三反》抄本中记录了：“生药龙盘反五加，钩藤

浆藤两相差。细辛不入金盆草、八仙又反五爪龙。木通不

入搜山虎、山虎又被木通欺。要知生药十三反，茅根又反八

棱麻”。

《草药三十六反》抄本，由建始县中医院谭明杰收集，

在湖北省鄂西建始县土家族民间传抄。

“红黑二丸血贯肠，麦子七治晕咳痰，相反就是铁扁

担。冷水七治色劳伤，相反就是鸭子七、铁撬黑虎二香丸，

大反肿痛半边连、铁撬牛尾身骨疼，大反蜂子(七)痛又冲、

海螺七八角莲，八爪相反喉闭咽、血见愁与三柱香，大降龙

(草)治蛇伤、黑虎七同扁担七，大反色劳羊角七。红绿二

南星用生；相反无娘藤、乌毒生二乌，相反四叶和珍珠、白龙

过江金不换，相反岩峰(子)九龙盘。马齿苋顶天柱，相反

梅猴和血珠，此赋言明三十六反，切忌使药致细详。”三十

六反中药物，与十三反、十四反中的药物相似较多，是土家

族药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十三反、十四反基础上总结

出来的药物反畏现象的用药经验。

在湘西、鄂西土家族民问还有关于土家族药物的抄本、

如流传鄂西民间的《七十二七》抄本、《七十二还阳》抄本。

1．3有关地方志书中的土家医药史料：土家族医药史料，

经多年的考证，目前尚未发现民国前出版的土家族医药专

著。但在清代以来，各地在地方志中有记载口。。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府有府志，厅有厅志，县有县

志。嘉庆年间和光绪年间的厅、县志记载了部分医药方面

的内容。如《鹤峰州志》卷之七鹤峰物产篇中记载有：黄

连，何首乌、黄精、贝母、独活、杜衡、钟乳石、穿山甲、鹿茸、

獭肚等植物、矿物、动物药近百种。嘉庆《龙山县志》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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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篇中记载食药两用的植物有粟、麦、甜菜、蕨、姜、木姜

子、土耳、胡桃、杏、白果、饭瓜(南瓜、牛腿瓜)、包谷、脂麻

等66种，另记载黄精、白及、细辛、荆芥、香附子、艾、牛膝、

木贼、麦冬、独摇草(独活)、克马草(车前)、天南星、三步

跳、葛粉、鸳鸯藤、合欢藤、益母草、王连、夏枯草、灯心草等

36种民间常用草药。对疾病的预防方面也有记载：“三月

三，摘地菜花和饭作，Et作节气；清明插柳叶于门，簪柳于

首，日避毒疫。挈楹提壶上坟祭扫，挂褚钱于墓树前，祭毕

席地而饮。五月端午，悬艾于门，饮菖蒲酒，以角黍盐，昼夜

相馈，遗以雄黄，点儿额及手足心，云辟疫。采百草煎汤，合

家洗澡，云辟疥疮。”关于医家，《龙山县志》(光绪版)卷十

四载名医：“刘之余，本城里人，业儒精医术，性嗜施济人，

有贫而病者，之余经诊之，且资以药饵。家故素封职，以窘

生业，之余固弗憾也，日后当宿墓侧，一夜有虎至，之余觉，

固不为惊，而虎亦旋去，家人劝之归，之余弗憾也，Et后当宿

墓侧，一夜有虎至，之余觉，固不为惊，而虎亦旋去，家人劝

之归，之余弗应后以感犯，婴沈疾乃，舁而归年八十六，后孙

世杰补诸生传其医太。”刘之余医术高明，还乐于济人，名

传一时，连虎也不伤。这与传说中的药王菩萨治病救人，最

后骑白虎升天成佛有其偶合之意。在民间还流传土人多寿

民。据嘉庆《龙山县志》卷之十二寿民篇记载49人，卒者，

寿年最长128岁，平均寿年96．3岁，健在的32人中最大；

的为96岁，平均86．53。其中一老翁86岁时，齿落复生。

《湖北通志志馀·利川县志》载：“利川县南门外校场围墙

一带，皆交藤廷蔓，居其地者凿井而饮；皆登上寿，郡如邹科

之母一百岁，连之珠之父一百岁，久珠亦九十三岁，杨成华

之母九十八岁。其余罗清之祖炳章九十五岁，邹学之母，曾

胜富之母，暨访钟浩皆九十余岁。至于耄耄古稀之年者不

可胜数；”交藤即蓼科植物何首乌，具有补肝，益肾，养血，

祛风功能。现代研究资料表明，交藤具有抗衰老延年益寿

的作用。在这些土家族居住的僻野小县有这么多寿星，说

明本地民族医药在土家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中的地位和作

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容美记游》诗抄中多处记录

有关土人、土药的资料，如《容阳杂咏十四首》Et：“驻年休

说有黄精，通草还堪煮作羹。野草满山俱入药，神农强半未

知名。”在这首诗的脚注中，还记有“土产药材有百余种，内

黄莲甚佳，生大荒中采之殊不易，君蓄之以得善伤”。

在发掘土家医药文献时，我们还在地方档案馆藏中查

找相关个人书信材料中的涉医药文化内容。如1985年7

月18日，我们在龙山县档案馆藏中查阅“个人书信材料

卷”中查找到“田伯方广告”，内容为5个处方广告内容。

摘其中处方一首：“牛髓膏子：功用、补精髓骨、血和气、延

年益寿。黄精膏五两、地黄膏三两、天门冬膏一两、牛骨头

内取油二两。用银匙不住手搅，每日空心温酒一匙。”

在收集土家族医药文化资料时，还可在民间文学等相

关资料中查找。如民间传说，民问故事，民间谚语中都记录

了土家人与医药相关的知识。在《恩施市民间故事集》有

一个记录党参的故事。《党参的来历》中记载：“古时候，鄂

西南一带流行一种怪病——病人脉虚、气短、四肢无力、不

死不活、十分痛苦。一位姓党的土医受仙人点化，找到一种

植物，医好了这种病。为了纪念这位姓党的医生和这种植

物，就将这种植物取名为党参。”

民间传说中，还有“马踏千脚泥，能治摆头风”，“老虎

受伤自寻草，不过三天便还原”，“狗骨膏药敷腿伤，虎肠围

腰腰不疼”等故事。上述种种传说说明，早在古代，土家先

民便用草药、兽药和制作成药医治外伤、内疾等。

有关古代传说的土医土药，在土家族流行的民歌民谣

中也比较常见，如《采仙草》中云：“五月初五去看郎，郎被

毒蛇一口伤；胸口一见一口气，灵芝一朵人还阳。”再如《神

医》一首中云：“仙山采得仙药来，治得百病都断根。身上

化脓烂了眼，四半叶子草铜钱。喉疼眼迷尿不通，消热解毒

鱼腥草。身上长疱和长疔，熬服膏药贴上面。遇上大灾和

大病，去问寨里老神医。毒蛇咬了有良药，饭后残水调敷

用。心口绞疼用磁针，外配汤药一两服。”

1．4本刻版本土家医药文献：本刻本土家医药文献资料，

从湘西及鄂西医药卫生馆藏中收集了两部。一是湘西北永

定(大庸)人氏胡先容编辑医籍《医方守约》三卷，刊于清光

绪十一年(1885年)。1956年大庸县医药卫生学会将原版

重印刷50本，发给县内中草医人员学习。《医方守约》中

验方，单方中是本地药匠的经验方。

书分三卷。第一卷与论伤寒、中风、湿热、中暑、湿病、

燥病、火症、瘴气、瘟疫、霍乱、虐等。第二卷与论痢、泄、呕

吐、干哕、噎膈、翻胃、呢道、喘满等、哮吼、咳嗽、痰饮、肺痛、

肺冷肺胀、吐血、鼻衄、头眩、头面、胸痹、腹满、心腹痛、惊悸

多忘、腰痛或俯仰不能等。第三卷与论妇科、产科、外科、中

毒、疯狗咬伤、蛇伤、蜈蚣伤，误吞针与钱等。

二是湖北省恩施市清代名医汪古珊所著的《医学萃

精》。原本共16卷分12册装订。刊于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清代本刻版，原版由宣恩县刘绍南先生收藏，并于

1955年献出，现藏恩施自治州民族医院图书馆。汪氏所著

《医学萃精》书中所述中医药为主导，但在医方中收载当地

药匠，土医之验方或民族药物。

以上两部土家族地区医药版本，为清未土家族有识之

士所著医籍，《南垣医抄》所刊时间早《医学萃精》11年。

两部刊行医著中都收录了土家族民间医药资料，对土家族

医药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5发掘考古资料，印证土家族医药文化的存在Ho：1999

年，四川大学考古专家在渝东三峡一带的云阳县李家坝唐

代遗址，找到了大面积唐代水田和寨化水稻颗粒、植株。这

一发现成为唐代居民食水稻的最早确证，也是土家族地区

稻食文化最早的发现。

2002年12月18日，在云阳县洪家包东汉墓群惊现

“性文化”，整理出一具男性生殖器和三组秘戏俑。这在三

峡巴楚地带极为罕见，对研究汉代巴楚文化“房中术”和养

生术提供了实物依据。这组秘戏俑和“阳具”的出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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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代对性的重视，而且对“性的崇拜已经演绎成一种特

有的文化。”

近年来，三峡考古在渝东的忠县、开县、云阳县、巫溪县

和鄂西的巴东县等土家族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

运盐栈道。据专家考证，生活在今三峡一带的巴子国盛产

的井盐名闻天下，故称盐巴。盐作为食疗两用食物，哺育了

巴国先民，孕育了巴国文化，繁荣了巴国食盐贸易，给古时

巴国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盐巴早在《山海经》中就有

记载。古代土家族先民凭借“鱼盐之利”，自汉代以来，三

峡地区的盐业(巴盐)“咸”遍周边及西南各地。

食盐在土家族民间也称盐巴，是产自古代巴国的食盐，

当时称之为盐巴。巴盐或盐巴，是以盛产地今长江三峡一

带的古代巴国得名，这里以盛产井盐而名闻天下。巴盐文

化是巴人祖先凭借“鱼盐之利”而兴起。巴人将江河里的

鱼捕捉后用盐制晾后，运出巴人地域，到周边换取粮食等其

它物品，“巴人不纺纱织布却有衣服穿，不耕作收获却有粮

食。”近年来，在三峡考古发现了忠县的涂井，开县的玉泉

井、云阳县的白鬼井、巫溪县的白虎井等，一口口废弃的古

盐井，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输栈道，证实了早在2000多年

前，巴人用巴盐铺就了一条盐文化长廊。

盐巴，是食疗两用品。作为药物，食盐始载于《别录》。

《周tL)称之为盐，《礼记》称之为咸鹾，《广雅》称之为卤

肖、卤奏、卤最、卤扁等。食盐的主要成分为氯化钠。性寒，

味咸。其功能为涌吐、消火、凉血、解毒等，主治食停上脘、

心腹胀痛、胸中痰癖、二便不通、齿龈出血、喉痛、牙痛、目

翳、疮疡、毒虫螫伤等。

盐巴，是巴人或土家族先民最早用于临床治病的药物，

是从巴子国“咸”遍周边国家，“咸”遍周身，而起到食于疗

的功效。

通过多年的发掘，收集到土家族民间单验方3000多

首，传统医技医术30余种，诊断方法10余种，药物标本

1000余种，有关土家族医药文化谚语、口诀、歌赋200多

首，疾病名500多个，治疗方法20余种，药物炮制方法20

余种。收集到有关土家族医药文献抄本、刻本(复印件)30

余册(本)。收录访谈影像资料及专访资料30余种(件)。

这些土家族医药文献的发掘与收集，为整理土家族医药构

筑了学术平台。

2土家族医药文献的整理

2．1 文献整理方法：在对土家族医药文献抢救性发掘和资

料收集的基础上，我们对土家族医药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

整理与研究。其方法为“疏理文献、分类整理、构建框架、

形成体系”这么一个路径对土家族医药文献进行整理研

究。

在疏理文献上，按“口述”资料、手抄医籍，志书典籍资

料、刊行资料，考古史料五大类进行归类。

在文献分类上，按医学基础，包括诊断方法，病因病理；

在临床病证上按病名、证名分类；在临床治法上，分药物法

疗与非药物治疗；在药物上分为药物性味、功能主治、方药、

用药经验、药物加工炮制、药物的配伍禁忌与不良反应；在

临床服侍技术上分技术服侍与心理服侍；在养生保健上，分

养生方法、保健方法、长寿之道内容；在人文医学上，分传承

方式、人文关怀、人文医学模式等。

在土家族医学框架的构建上，按照传统医学构建的一

般规律来构建土家医学框架01。按土家族医药发展特点

将土家医构建为基础理论一临床医学一土家药学一土家人

文医学这么一个大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由若干个学术

支点共同支撑土家医学。

土家医基础一认识观一人体结构一生理一病因一诊断

一治疗学一养生寿康之道。

土家因临床一疾病命名一疾病分类一临床证断与证治

一临床服侍。

土家族药学一药物性味功能(三大性能，八大味性)一

药物分类方法一用药方法一医方一反忌一药物炮制。

土家族人文医学一悠久的医学历史一传承方式一人文

关怀(医德医风)一医学模式(医药护一家)。

2．2土家医药文献成果：近20年来，土家医药文献整理取

得一批成果，整理出版了近20部学术著作。有《土家族医

药学》(田华咏等主编)，《土家族医学史》(田华咏主编)，

《土家医方剂学》(彭芳胜主编)，《土家族医药概论》(赵敬

华主编)，《土家族药学》(杨德胜主编)，《土家族药物志》

(方志先主编)，《土家族女科》(祝均辉主编)，《实用土家

族医药》(袁德培主编)，《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田华咏

著)，《土家族医药》(朱国豪等主编)，《名老土家医周大成

医案》(田华咏等主编)，《土家医雷火神针疗法提风疗法技

术规范与应用研究》(彭芳胜、田华咏编著)，《湘西土家族

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潘永华著)，《医方守约》(侯启年

等校注)，《玲珑医鉴》(赵敬华等校注)，《土家族名医黄子

均医案精选》(刘杰书、黄云春主编)。整理完成待出版的

有《土家医病证诊疗规范》(田华咏主编)等近10部土家医

药文献。

2．3 通过土家医药古籍文献整理，构建土家医学理论体系

在土家族医学体系的构建上，通过近30年的整理与研

究，土家族医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其主要理论成果有：

《土家族医药学》，《土家族医药学概论》，《土家族医学

史》，《土家族药学》，《土家医方剂学》。以上土家族医药代

表性学术专著，系统的论述了土家族医学历史，土家医基

础，土家医临床，土家医药物与方剂，土家医各学科的发展

⋯⋯使我国土家族医药知识从千百年民间“口耳”相传，到

文字体传承，从草根医药文化走向祖国传统医药殿堂，成为

当今卫生资源。2006年12月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

布通告(国中医药通(2006)2号)：公告中公布了“已经设

置民族医医院的民族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壮医，

朝医，彝医，瑶医，苗医，土家医，回医，哈萨克医，侗医，布依

医，羌医”共15个民族医。

3关于发掘整理土家族医药文献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3．1 关于土家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抢救性发掘问题：关于古

籍文献的时间界定。古籍文献通常是指民国之前的文献，

即清代文献，指公元1911年前。考虑到民族医药文献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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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施的国家公共卫生项目

——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专项，将民族医药古文献定为新中

国成立之前时期，指公元1949年前。

3．2关于“口述”资料的发掘整理问题：对于有语言而无

文字的民族，其文化传承主要靠世代口耳相传，故“口述”

资料是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

对于土家族医药文化的抢救性发掘，主要是指收集整

理尚健在的名老土家族医药人员，对他给丰富的临床医疗

经验及熟练的医技医术要进行深入的收集整理。土家族医

药“口述”资料是土家族医药文化的重要资料源头。

3．3注意“文化革命期间”土家族民间医药资料的收集：

我国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了“大搞中草药”运动，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6．26”批示，“把医疗卫生

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

服务。当时在广大农村掀起一个大采、大种、大制、大用中

草药及一根针、一把草的群众运动，广泛收集、整理和运用

民间科学验方治病，解决了许多贫困农民治病问题。同时，

对发掘整理与继承土家族医药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期间，

多地收集整理编印了不少册子。这些“册子”所收土家族

民间单方、验方较多，还有一些地方编写常用药物名录、中

草药汇编、土法加工药物制剂等等。这些资料都是源于土

家族民间医药人员之经验，可谓是我国土家族医药“口述”

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这一期间产生的资料应予以收集保

存。这一时期的医药资料同时也烙上这一时期的历史印

记。

3．4土家族医药发掘整理工作必须注意的几点原则：在发

掘整理土家族医药时须注意的几条原则，可参照中国民族

医药学会原会长诸国本教授提出的三项原则。

第一，全面发掘，严肃认真。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

腔热情，深入细致。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

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

第二，民族平等，学术平等。民族不论大小，其民族医

药资料都要珍惜，都要重视，一是同仁。

第三，抢救第一，继承为先。保护人才，把根留住。

对流传土家族民间千百年的土家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

掘，对土家族医药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与整理，对不同时

代土家族医药不同内涵、不同概念、不同特点、不同特

色、不同外延进行总结与提炼，研究与阐明土家族医药发

展规律，构思土家族医药理论框架路径，构建土家族医药

学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土家族医药学，为人民健康事业

作出贡献。

致谢：对为土家族医药发掘工作提供资料的土家族医

药人员和参与整理的人员，谨谢!由于参与土家族医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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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象体质辨析延边大学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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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亚健康是处于心理健康与精神疾病的中间状态，

这种状态未达到CCMD一Ⅲ(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

准)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但同样会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基金项目：2013延边大学大学生科研立项课题

-通讯作者：崔海月C1976一)，女(朝鲜族)，博士，讲师，从事朝

医四象体质与易患病证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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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很大影响，如不引起重视还可能诱发躯体疾病、精神疾

病和心理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资料显示，全世

界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的人大约有80％以上，心理亚健康

状态人群开始向低龄化发展，处于心理不健康或亚健康状

态的大学生占50％左右。1。。随着相继报道高校学生非正

常死亡人数的增加，最新调查显示，北京某高校大学生中存

在中度以上心理卫生问题的有16％以上，有28％的学生存

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追症等心理问题。朝医

学认为体质脏局有大小的差异，对疾病有其易感性特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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