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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
·

壮 族 医 药 学 的 防 治 特 点

班 秀 文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

提要
� 本文简要介绍 了壮族医 药的特

�

点�

结合
，

有病早治
。
�

、
用药简便

、

责在攻专
。

�
、
以外治 为主

，

偏重祛毒
。
�

、

防治

�
、

扶正补虚
、

必配用血 肉有情之品

壮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曾对本民族的繁衍强盛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
。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性
，
壮

医在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
，
逐步积累

了许多防治疾病的独具一格的方法
，
并产生

了相应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
。

壮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地是两江 �左江
、

右江 �和红水河雄域
，
这里山水秀丽

，
产物

富饶
，
山峦起伏

，
江河 溪 沟 网

，

岁
， 卜

林荫茂

盛
，
加之气候骤变

，
空气中 湿 热 交

·

蒸
，
因

此多有虫毒的擎生
，

产生危急的 疫 厉 性 病

变
。

北宋时范成大撰的 《 桂海虞衡志 》 所称
“
两江水土尤晋

，
一岁无时无瘴

” ，
即是指

此而言
。

壮医把这些疾病 归 类 为 疹
、

瘴
、

蛊
、

毒等
，
在防治上有一套相应的方法

，

如

药物内服
、

薰 洗
、

外 敷
、

针 法 �陶 针
、

金

针
、

银针
、

木刺 �
、
刮疹 �磁碗刮法

，
骨弓

刮法 �
、

角法
、

药物洗鼻或雾化
�

药线点穴

灸
、

灯芯火烧等
。

如能审证准确
，
用药及操

作精当合拍
，
皆可获得较好疗效

。

壮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及防治方法
，
既有

独特的风格
，
与中医学又有相同之处

，

其特

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一
、

以外治为主
，
偏重祛毒

。

壮医认为

人之所以发生疾病
，
是由于受到

“

毒气
”
的

侵犯
，
这种

“
毒气

”
能使人的气血紊乱

，
脏

腑不和
，
所以治疗一定要祛毒为为先

。

根据
·

��
·

�总����

毒气侵犯不同的部位
，
采取不同的治法

，

奴
毒气自皮毛肌肉而入

，

则用刮法或挑法
�
毒

气从 口鼻而入
，
则用洗鼻漱口或雾化

�
毒气

从脐 口而入
，
则用磁拔法

，
或脐周药线点灸

法� 毒汽从二阴而入
，
多用薰洗之法

。

当然

对于特别危重的病人
，
或缠绵多年不愈的病

疾
，
也要适当配合草药内服

，
例如高热神昏

的病人 �如闷疹之类 �
，
则刮瘩

、

挑瘩
，

又用
�

鲜南蛇勒苗捣烂取什灌服
� 胶节烦疼

，
每遇

气交则加剧的病人
，
除了以大风艾叶

、

山苍

树叶煎水薰洗之外
，

也常常配服千年健或半

枫荷之类
。

‘

壮医这种外
�

治祛毒法
，

根据的是人体内

外相通的道理
，
但我们在分析多数情况下用

外治法获效的原因时
，
壮族人民所处社会环

境特殊性的一面是应考虑的
。

居住分散
，
人

与人的交往不多
，
虽不能用

“

嗜欲不能劳其

目
，
淫邪不能惑其心

”
�《 素问

�

上古天真

论 》 �来说明�但他们生活比较朴素
， ‘

思想
、

比较单纯
，
确是事卖

。

因而内伤杂病
，

尤其

是七情所致的精神方面异常症较少
，
这也可

能是导致壮医重祛毒
、

重外治的重要原因之

二
、

防抬结合
，
有病早治

。

壮医在防病

上有独特的方法
，

如早晨的山村
，

瘴气雾露

迷蒙
，
外出赶路

，
要 口含生姜以散寒辟秽

�

野外耕作
，
为暴风雨淋湿

，
则取 姜 葱 汤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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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
，
姜糖汤热服

，
以驱寒湿

� 褥暑天月
，

多

热多雨
，
湿热交蒸

，
山溪恫水

，
流入江河

，

大气污染
，

水源混浊
。

饮用之水
，

必先用白

矾沉淀过滤
，
并多吃 生 大 蒜 头

，
以防虫毒

在肠胃革生
�
当疫房流行之时

�

走村串寨回

家
，
常用草药汤清洗

，
以避秽解毒

�
年老力

衰者
，
常用辟秽解毒或舒筋活络之品垫席而

睡
，
正在发育的儿童

，

则于胸腹佩带芳香解

毒之品
。

对疾病的治疗
，
壮医主张迟 治 不 如 早

治
，
方法或刮或挑

，
或熏或洗

，
或外治内服

并用
。

病情较轻
，
多用刮法或挑法 ， 病情复

杂而重的
，

多是内服药和外治并用
。

例如头

晕
、

头痛
、

胸院闷胀
， 一

多用挑法和刮法
，
使

血脉通
，
毒气尽

� 咽喉红肿疼痛而发热者
，

常用金果榄
、

玉叶金花
、

火炭母煎水内服
，

同时
，

还在四肢指 �趾 �末端放血
，
使其热

毒有去路 ， 发冷发热有定时
，

泛恶欲呕者
，

既

用鲜黄荆叶煎水熏洗
，

又内服黄皮树叶汤
，

促进毒随汗解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上述防

病
、

治病方法
，

不仅专业的
、

壮医能掌握
，
甚至

一般群众
，

也或多或少能掌握其中‘ 、

二种
，

所以在壮族聚居的地方
，
不论病倒在田头

，

或病倒在山边
，
随时都能得到简便的峥疗

。

这种群防群治的经验
，
尽管有些是粗糙的

，

但它却是壮族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结晶
，
只

要加以整理提高
，
仍然是有其实用意父的

。

三
、

用药简便
，
贵在功专

。

广西地处亚

热带
，
药源丰富

。

据初步调查
，

植物药
、

动

物药
、

矿物药共一千多种
，
其中大部分出产

在壮族居住地
。

壮医的用 药
，

很 讲 究 简
、

便
、

验
， 注意选用作用大

、

功效快的药品
，

一般常用 �一 �味
，
最多也不超过 �味

，
以

防药多而杂
，

反而影响疗效
。

例如桂西山区

有位壮医
，

擅于治疗急性孔腺炎
，

他常用的

两味药
，
在屋前寨边都可以找到

。
当病人乳

房红肿疼痛
，

烘灼难堪
，
发热恶寒的时候

，
即

时取适鼻鲜芭蕉根捣烂加温外敷患处
，
约一

时许
，
乳房疼痛即消失

，

继在背部心俞穴
、

肝俞穴针挑出血
，
第二天换用鲜马鞭草捣烂

加温外敷患处
。

一般治疗 �至 �天则疼肿完

全消失
。

在右江盆地有位女壮医
，
善治妇科

疾病
，

一

她对血虚 引起的月经不调
，
常用黑豆

与嫩鲜益母草 �酌加油盐 �作饮食疗法
。

她

认为黑豆能补肾而暖子宫
，
鲜嫩益母草能补

血活血
，

有利血液的生机
。

此种事例
，

在壮族

地 区的村村寨寨都可以找到
，

实在不胜枚举
。

四
、

扶正补虚
，

必配用血肉之品
。

在广

西丰富的药物资源中
，
虽有蛤纷

、

黄精
、

首

乌
、

土当归
、

土党参等补养药物
，
壮医多用

它与血肉有情之品配伍
，
治疗气血两虚

，
正

气不足之体
。
例如宫寒不孕

，
常用羊肉

、

麻

雀肉
、

鲜嫩益母草
、

黑豆作饮食疗法 ， 肾虚

腰痛
，

·

则用家骨或牛骨配藤杜仲
、

千年健熬

汤 ， 肢节胀痛
，

经久不愈
，

每逢气交之变则加

剧者
，
主张多吃各种蛇肉汤或穿山甲肉汤

，

既能扶助正气
，
又能祛风通络

� 干咳无痰
，

用家肺或老母鸭肉
、

鹤鸽肉煮莲藕吃
，
取其

甘润 以 清 养肺 胃
。

不仅虚证如此
， ‘

有时虚

寮央杂之体
‘

，
也妃用血肉之品

，
例如脾虚不

统血而肌肤紫瘫者
，
在用土党参

、

土黄茂
、 ’

苏木益气化淤之外
，
常配服淮山牛肉粥

，
以

加强其扶正之力
。

总之
，
壮医在长期的医疗

实践中
，
对动物药的应用

，
已经积累了很宝

贵的经验
。

他们认为凡是虫类的药都能祛风

止痛 � 鱼鳞之品可化淤通络
�

软坚消块
，
介

甲之属
，
能滋阴潜阳

，
安心神而定魂魄 � 飞

禽和走兽
，
虽然有刚柔不同的性能

，
但都能

温养气血
，
燮理阴阳

，

为扶正平和之品
。

这

些经验
，
尤其是饮食疗法的内容

，
值得加以

总结推广
。

总而言之
，

在
“

雾露炎蒸
，
为瘴为房

”

的山区
，
长期

“
与虫蛇草 木 之 毒

”
�俱 见

《 岭南 卫 生 方 原序 》 �作斗争中形成的壮

族医药
，
其内容是很丰富的

，
其治法用药的

特点也是多方面的
。

以上的初步探讨
，
仅仅

其梗概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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