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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畲族医药发展展望※

兰 萌1，2，3 朱 龙1，2，3▲

摘 要 畲医理论、畲药临床应用、民族特色疗法是畲族医药的精华，其发痧、药膳等防病养生保

健技术更是独有千秋。新时代下，整理、汇编畲族医药理论与书籍，建立畲族医药数据库，加强畲族

医药人才培养，开发民族医药产业，弘扬民族医药文化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充分挖掘、

保护和传承畲族医药理论、技术对民族特色医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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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发展战略作出了

重要指示：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畲

族医药是中医药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畲族人民

在历经千百年游耕迁徙、与疾病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

医学，更是典型的民族特色医学。由于畲族医药的传

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文字记载鲜见，导致许多医理、

良药、良方、药食养生技术等不仅收集整理困难，且面

临逐渐散佚的危险。因此，挖掘保护和传承创新畲族

医药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关于中医药发展工作的具体

行动，亦是推动民族医药发展的重要举措。

1 畲医畲药特色理论
畲族医术在传承发展中，广受中医影响，又有别

于中医，其中有许多理论和技术极具民族特色[1]。《黄

帝内经》云“生之本，本于阴阳”“善诊者，察色按脉，先

别阴阳”，说明阴阳是万物化生的根本，亦是辨别疾病

的总纲[2]；“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说明神是精气等物

质活动的外在表现，调神的重点在于调养脏腑精气，

以恢复津血调匀的状态。畲医也用“阴阳哲理”“六

神”等理论区分、指导用药，调整、维护机体的健康状

态，以求益寿延年。

1. 1 阴阳哲理理论 畲医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总结

并掌握了维护人体阴阳的平衡是调护机体健康的关

键，受中医理念的启发，形成了阴阳哲理理论。该理

论概括了畲医对自然界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事

物和现象的认识，在诊法、疗法以及药物性能认识和

应用方面，更为简洁易行，如诊脉分阳脉、阴脉、热脉、

冷脉，诊舌分阳舌、阴舌[3]；用药注重调整人体阴阳的

平衡，以“寒药治热，热药治寒”为施药原则补偏救弊；

以草药生长地处的阳坡阴壑辨别药性之寒热[4]。从宏

观角度判别施诊，更具易懂、易学、易掌握的特点，运

用阴阳哲理关系来辨证施治、定论药性、遣方用药，是

畲医医病诊治的基础，亦是指导畲族人民养生保健、

维护机体功能平衡稳定的基本理念。

1. 2 “六神”理论 畲医认为人有肝、心、脾、肺、肾五

脏神和胆腑神，崇尚“六神”理论[5-7]。“六神”统领指挥

人体经脉，各司其职，共同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现代

畲医将其发展为“六神”说，有“六辰”之称，意为十二

时辰之半，寓人体气血往来调和、周而复始，与十二时

辰、二十四节气变化相适。“六神”一旦受损即为“六神

病”，也称“六辰”病，畲医在治病防病时，结合不同时

辰、部位、症状，应用适当的防病、养生技术手段调整

机体阴阳气血，综合辨证论治，及时选用“六神”方药

予以治疗，以恢复人体气血调和状态，从而达到维护

健康的目的。

1. 3 畲药药膳理论 畲族多居处于地理环境、气候、

土壤等条件适宜药用植物生长、繁殖的山区，其常用

药物种类繁多，资源较丰富。畲医对药性的定论简便

易行，分为阴药、阳药、和药三大类[7]：性温、热者为阳

药，可治气血衰降、寒凝湿困之证；性寒、凉者为阴药，

可治气血亢盛、热毒壅结之证；药性平和、无偏颇者为

“和”药，具平衡滋补之功。

·综述·

※基金项目 福 建 省 2011 中 医 健 康 管 理 协 同 创 新 中 心（No.
JG2017017）
▲通讯作者 朱龙，男，医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四诊客观

化、中医健康管理研究。E-mail：24435933@qq.com
•作者单位 1.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证研究基地（福建 福州 350122）；

2.福建省中医健康状态辨识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122）；3.福建省

2011中医健康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福州 350122）

··54



中医药通报2022年6月 第21卷 第6期 TCMJ，Vol. 21，No. 6，Jun 2022

畲药以野生植物药为主，少用动物药，矿物药基

本不用。传统青草药以植物根、茎、叶入药者为多，其

中，根部入药最为常见，亦有全草入药者，畲民遣药治

病多用鲜品，用药讲究新鲜，陈年药草一般不用，有随

手采来顺手医的用药特点，大部分直接使用无毒或毒

性小的原生药材，很少进行特殊加工炮制，且使用剂

量较大[8-10]，具有纯天然、简便快捷、低廉实用等特性。

“动者不衰，乐则长寿，修身养性，听天由命”是畲

医崇尚的养生之道。重视自然健康，崇尚益寿延年是

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古人早有“药治不如食治”“药

补不如食补”的主张，将丰富的野生药草资源与日常

生活食品相结合，烹制出种类多样、风味独特的药膳

美食[11]。
畲族药膳中使用的草药药性普遍较平和，多以

甘、淡为主，用量较大，药味较少，常仅用单味药，疗效

确切，还具补益之功，可扶助正气[12]。千百年来，畲族

人民逐渐形成许多“药食同源”的饮食习俗，并将畲药

药膳运用于防治疾病，药膳食疗法是畲族医药极具特

色的自然疗法之一。

2 畲医畲药特色技术
2. 1 发痧技术 痧症理论、发痧疗法是畲族医药中

最有特色的理论治则之一。痧症的临床表现多异，一

般按照发病部位、病症体貌特征、仿动物形态或按致

病因素等方式进行命名、辨别，病因较复杂，多因“痧

气”侵袭而致病，有外感、内伤之别，绝大多数表现为

实证，有“痧症无虚症”之说[13-14]。因此，在日常养生保

健中，要注意“适寒温，避六淫，慎起居，调情志”，避免

“痧气”侵扰。

在痧症的治疗上，发痧技术简便易行[15]，疗效安

全明显，经济实用，集简、便、验、廉于一体，常起到立

竿见影的神奇效果。发痧疗法不仅在肚翻痧、头痧等

痧症方面理法详备[16-17]，而且在神经痛、高血压头痛、

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康复等方面亦疗效显著[18-21]，这
项古老的技术至今仍传承和应用于畲族人民的防病

养生中。

2. 2 畲药、药膳养生技术 畲医用药常以鲜品，新鲜

药草气味纯厚，药汁丰富，外敷内服均能保持药物的

天然特性[22]。外用时，多用于伤科疾患的治疗，可将

新鲜草药直接捣烂外敷，以行瘀消肿、止血定痛；内服

时，多用于肺炎、阑尾炎等疾患的治疗。多数处方仅

用单味药，即使配伍组合，也一般不超过五味，除外

用、煎汤之外，还对处方和剂型做适当调整[23]，以适应

病情、获取良效。

畲民注重饮食物自身的凉热属性，用阴阳哲理理

论指导用药养生，体寒者用阳药，体热者用阴药，更是

秉承“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思想，强调未病先防、以

防为主，药食同调以扶正御邪；季节时令及饮食物的

补益作用亦为畲医所重视，讲究食借药威、药助食性，

药草与食物相互搭配，使药膳具备药效的同时，亦不

失口感和营养，如大小暑令之际食凉粉草、“乌饭节”

烹煮“乌稔饭”、制鼠曲稞等，以达防暑避气、补益精

气、强身健体之功，因而流传有“九药不如一补”的说

法[24]。此外，针对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不同病症的

膳食疗方，其开发利用前景广阔[25]。
2. 3 其他技术 畲医在疾病抗争中，形成丰富多样

的防病治病技术，如刮、挑、捏、抓筋、熏洗、热熨等，操

作较为简便易行，且安全有效[26]。其中，用药草煎汤

熏蒸、熏洗，早期就被畲民应用于避秽防疫、预防疾病

及治疗皮肤毛囊疾病、妇科肛门疾患、虫咬蛇伤等；热

熨方面，多以青砖、石块、河沙、葱、姜、盐、醋等作为贴

熨物，根据其性质的不同而选择适宜贴熨物，将其加

热后，直接或间接置于患处进行热敷、熨烫，借热温阳

散寒，更使贴熨物中的药物成分直达病所，起到疏通

气血的作用，多用于虚寒、寒湿、气滞血瘀等证。

这些技术虽有效易行，但也需掌握其适应证及注

意事项，例如急性炎症、恶性肿瘤、神志异常疾患以及

孕妇等特殊时期的人群应当严格遵照适应证、禁忌症

选用，方能在防病保健中，顾护正气，维护健康。

3 新时代下畲族医药发展方向
3. 1 加强畲医畲药理论整理 传统畲族医药的承

袭，主要依靠畲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教授，缺乏文字

记载[27]，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畲族医药的发展。新时

代，在中医药、民族医药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下，

对传统畲族医药，尤其是畲医青草药展开系统研

究[28]，不仅有利于畲族草药的开发与种植栽培，亦可

提高畲族青草药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更应加强

对畲族医药中理论与技术的整理、汇编以及畲族医药

古书籍的整理、校对，出版畲医药书籍，建立和完善畲

医药资源数据库[29-30]，以期为民族医药振兴提供智力

支持，也是畲族医药传承、应用以及深层次研发的有

力支撑。

3. 2 加强畲医畲药人才培养 由于畲族居住地较为

偏远，多数畲医散落分布于畲村各地，亦农亦医，仅少

数文化程度较高的畲医才具备坐诊医堂的资格。面

对现如今畲族医药传承不足、人才渐缺的困境，在遵

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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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展畲族医药普查，深化对畲族医药文化的研究，

加强专业人才储备，壮大科研人才队伍，为畲族医药

研究和发展提供强劲的智力支持，实施人才培养

战略。

3. 3 加强畲医畲药产业开发 畲族医药药材种类丰

富，诊疗方式与养生技术手段亦独树一帜，在新时代

的新机遇下，要聚焦、紧扣市场与临床两大环节，定位

明确[31]，深入开发畲族医药资源，积极开展临床实证

研究，加快畲药制剂的研发、应用、验证以及质量标准

体系的建立，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畲医畲药特色

诊疗技术，开发药食同源的畲医药品种，集中力量打

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畲药品牌，推动畲族医药走出

“深山闺林”，助力民族医药走向大众视野。

另外，基于畲药以野生植物药为主的优势，建设

以畲医药种植、畲医药文化展示等为抓手的“畲医药

产业示范基地”，让畲族医药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同

频共振。

4 小结
新时代下，中医药发展已然上升为国家战略，面

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历经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考验，中医药、民族医药展

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深广的影响。因此，发展和振兴

民族医药正当其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健康中

国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充分挖掘、研究畲医畲

药的理论技术，培养民族医药人才，加大对民族药物

开发的扶持政策，发挥畲族医药的资源和优势，致力

于弘扬畲族医药文化，进一步推动畲族医药产业的开

发，把创新工作谋准谋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畲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让畲族医药文化为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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