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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

时间: 2006 年 类别:传统医药

地区:中央，四川，西藏 编号:Ⅸ －9

目前，有药用作用并记录在案的藏药有 2200 多种。平常常用

的藏药有 300 多种，其中植物类 200 余种，占 70% ; 动物类 40 余

种，占 12% ; 矿物类 40 余种，占 14%。藏药中，有三分之一的用药

藏医药

与中药相同，主要有虫草、贝母、天麻、红景天、雪莲花等。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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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为主要产料生产的藏药品种形成了一大批传统名贵藏成药，

有着极大的利用价值。

藏医药学，由于其效果显著和知识的博大，是我国民族优秀文

化的瑰宝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次于中医

中药系统理论的民族医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浩瀚的医学文献。

几千年来，藏药为我国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一、藏医的起源

早在远古时候，在西藏高原生活的藏民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

逐渐学会了一些植物的性能并掌握了其用于治病的经验; 在同动

物的相处过程中，又逐渐明白了一些动物的药理作用。在公元前 3

世纪左右，就形成了“有毒就有药”的说法。据《玉妥·云登贡布

传》记载，最早西藏流行的一种医术叫“本医”;后来又逐渐形成了

不是很系统的理论，要治疗就是靠三种普通的疗法，即放血法、火

疗法、涂摩疗法来治病。同时，还有一种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治

疗外伤的原始疗法。

直到公元 4 世纪，天竺国( 今印度) 的著名医学家碧棋嘎齐和

碧拉孜来到西藏，并向藏民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

五部医典，这些新的知识对于本地医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公元 6 世纪，内地医学和天文历算传到了西藏; 公元 7 世

纪，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了“四百零四种病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

疗器械”以及四种医学论著如《门介钦莫》( 即《医学大全》) 等。公

元 8 世纪，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来了许多医药人员和医学论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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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中一些著作译成了藏文，如《索玛拉扎》( 即《月王药珍》) 等

等。同时，藏族人民还广泛邀请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后来又组

织大量的医务人员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

经典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

藏医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医学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宇

宙是由小五行( 金、木、水、火、土) 和大五行( 气、火、土、水、空间)

组成。小五行指的是在人体起着巨大作用的心、肝、脾、肺、肾五种

器官; 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依赖大五行的运行。而

“隆”( 气) 、“赤吧”( 火) 、“培根”( 水、土) 又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元

素( 三因学说) ，所以缺乏任何一个元素都会引起疾病的发生。就

这样，藏医学所形成的“三因学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

物”等独特的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藏医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出现

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即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齐齐

谢布、米娘绒吉、昌提杰桑、聂巴曲桑、冬门塔杰和塔西塔布。其中

以玉妥·云登贡布最为有名。

二、藏医的发展

藏医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医学家的推动和宣传。

吐蕃王朝时期，玉妥·云登贡布( 公元 708—公元 835 年) 是

最杰出的医学家。年轻时曾担任过赞普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

系的奠基人。他结合中外医学成果，编著了 30 多部医学论著从而

形成了一整套的藏医体系。

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并在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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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4 世纪以后，藏医药在学术上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强巴

·南杰查桑为代表，他根据北部高寒地区的特点和自己多年的经

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稍早于南派;南派则以舒卡·年姆尼

多吉为代表，他总结了南部河谷地带多发病的特点和自己治疗的

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两派的学术内涵各有所长，互有交

叉，对于藏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两派均为藏医学的组成

部分。

18 世纪以后，著名医学家第玛·旦增平措广泛收集药物标本，

编著了《晶珠本草》，收载藏区药名 2000 余种，对药物的形态、性味

及功能等均讲述得十分详细。

1916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创办了“门孜康”( 医算局) ，广招门

徒，教授医药理论，对藏医藏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藏医的原理

珍贵藏药◆藏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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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治病的原理就是把人体的生理功能，概括为“隆”( 指气、

风) 、“赤巴”( 指火) 、“培根”( 指黏液) 三大因素。

“隆”:在人体中起着维持生命、气血运行、肢体的活动和分解

食物等功能。“隆”基本分为五种，即:“持命隆”、“下泄隆”、“上行

隆”、“平住隆”和“通行隆”。

“赤巴”:就是胆汁，在人体内起着产生和调节体温、保持气色、

生智慧、助消化等功能。“赤巴”基本分为五种，即: 消化赤巴、容光

赤巴、行动赤巴、视力赤巴和增色赤巴。

“培根”:即黏液，在人体内起着供营养、长脂肪、调皮肤和正常

睡眠等功能。“培根”也基本分为五种，即:根基培根、研磨培根、尝

味培根、餍足培根和粘合培根。

藏医学的观点认为，这三种因素在人体中起着维护人体正常

机能的作用，如果在人体内缺乏某种平衡，就会出现不正常的生理

现象，产生疾病。

藏医学还认为，人体是由七种物质组成的，即:饮食的精微及

血、肉、脂、骨、髓、精。人体的五脏六腑，不是简单的孤立存在，而

是通过经络与其他器官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人体有机的整体。人

与自然界有着密切关系，自然界的任何大的变化都会影响各项生

理功能。

在诊断疾病时，藏医还采用“望、摸、问”的方法。切脉时，同样

以“寸、关、尺”配属五脏六腑，而且十分重视“尿诊”。

藏医在治疗时，除了使用一般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等药物外，

还配以穿刺、放血等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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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胚胎学，在当时也是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

元 7 世纪，藏医学已经有了胚胎学的认识，那时只是简单记述了人

体的胚胎发育;后来在《四部医典》中，有着对胚胎发育整个过程的

详细介绍。《洛本嘎唐》是藏医著作《五部遗教》中的其中一部，它

记载有:“胚胎首先要经历鱼期，其次要经历龟期和猪期。”藏医对

人体发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要早于外国学者。

四、藏医药特点

1．藏药使用的主要特点

在对藏药的使用方面，医学家都是严格与藏医的理论体系联

系起来的。由于藏医诊断最终将“隆”( 气) 、“赤吧”( 火) 、“培根”

( 水、土) 三症归结为寒症、热症两大类型，故藏药的药也按其性质

分为热性、寒性两大性能。藏医在治疗寒症时用热性药，治疗热症

时用寒性药。

藏药保健品◆一级藏红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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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藏药按性、味、效分类

藏药按八性、六味、十七效来分细类。八性将藏药分为轻、

重、润、糙、锐、钝、凉、热八种性质; 六味将藏药分为甘、酸、苦、

辛、咸、涩六种味道。他们认为:甘可滋补，酸助消化，苦可降火利

胆，辛能除湿去寒，咸能温胃去虚，涩可调合诸味; 十七效将藏药

归纳出柔、重、温、润、稳、寒、钝、凉、软、稀、干、干枯、热、轻、锐、

糙、动等十七种效能。如“龙”病中有种病的性质属“轻”，表现为

心神不定，神情恍惚，藏医则采用“重”效能的药物去治疗。其他

的病症以此类推。

3．藏医重视藏药的加工与炮制

藏医在加工藏药时，很是重视对藏药的炮制，因为对其加工后

不但能消除或降低药品的毒性，而且可适当改变某些药物的不良

性能，借以提高药物的疗效。炮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火制法、水

制法和水火合制法。藏医治病的剂型主要有散剂、水丸剂、汤剂、

膏剂和脂剂五种。他们把制好的药物按病人症状分别配制成散

剂、丸剂、膏剂、脂剂，让病人服用，非常方便。

4．藏药治病多采用复方合成式

藏药治病时，所用的药物都是用很多单个药物合成的，很少使

用单个的药物。许多药方配药都在 25 种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七八

十种、一百多种。如“骂奴稀汤”多达 130 味; “然纳桑培”配方多

达 70 味。每个方剂的名称大都是主药加合成的药物数组成的。

如“然纳桑培”中“然纳”是珍珠，“桑培”是 70，译成汉语即“珍珠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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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藏药在使用上大都有副品或代替品

珍贵的药物来之不易，为了解决药材药源不足的问题，藏药除

本名正药外，特规定了与此药性质、类别相同、相近的副品或代用

品。正品用“却”注明，代替品用“慢恩巴”注明。

五、藏医药的主要流派

1．拉萨北派藏药水银洗炼法和“佐塔”工艺

拉萨北派藏医药是整个藏医药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水银洗

炼法”和“仁青常觉配伍技艺”是北派独具特色的药物加工技法。

藏药浴

“水银洗炼法”，又简称为“水银加工”或“佐珠钦莫”。藏族人

民把“佐珠钦莫”称之为藏药的宝中宝，是藏族历代名医把含有剧

毒的水银经过复杂的特殊加工炮制后，炼制成无毒而具有奇特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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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药中之王“佐塔”。作为藏药材重要的加工方法和藏药实践的

唯一精华，千百年来历代藏医药学者都非常重视该技术的实践与

传承，并代代相传，使此技术至今得以发扬光大。水银加工的实践

方法始载于公元 8 世纪玉妥宁玛·云登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

中，并在珍宝药“仁青常觉”丸的配方中有较详细的阐述。13 世纪

末，大圣邬坚巴·仁钦贝成功地进行了“水银洗炼”的冷热处理及

祛毒等整个实践操作，并编著了《制水银论典》等著作，开创了藏药

“水银加工”系统完整的实践操作，为“水银加工”的普及和弘扬作

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后经贤者噶玛巴·让琼多吉、苏喀·年尼多

吉、贡珠·云丹嘉措等著名藏医药学家的不断实践和传承，使这一

藏医药文化的精粹得以世世相传，继续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经过水银洗炼加工后的“佐塔”药物，是配制其他名贵藏药不

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这种方法在藏医药的使用中有着悠久的历

史，而且经过了近 2000 多年的实践验证，应用面广，使用量大，是

藏药中的极品，并具有延年益寿、强身壮体、减毒增效等功效。

公元 8 世纪时，藏药“仁青常觉”的配伍和技艺本品的成功是

北派医学发展中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在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

有着详细的介绍。其特效是根据藏医学原理，选用生长在世界屋

脊特殊生态环境下的天然、珍贵、稀有藏药材，并采用现代科学与

传统技艺相结合的方法精制而成。经 1000 多年的临床实践证明，

本品对陈旧性胃炎、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肝胆等疾病具有独

特疗效，沿用至今，以它的独特功效，驰名于中外，倍受国内外医学

专家和广大患者的高度评价。此方由 120 多种西藏特有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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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矿、植物配伍而成。由于现在全国有多达数十家的藏药企业在

生产销售，所以其中有多数药材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

出现了种群衰退和灭绝的危险。为此，从藏药“仁青常觉”配伍和

技艺出发，尽快保护和再生利用“仁青常觉”配伍中濒临灭绝的一

些药物是至关重要的。

2．甘孜州南派藏医药

甘孜州位于四川地区，是南派藏医学的故乡，也是整个藏医药

的发祥地之一。

其实南派藏医学的故乡有很多，历史上就把以康巴为中心的

藏医药统称为南派藏医药。康巴地区包括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

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达 55

万平方公里。

公元 12 ～ 15 世纪的时候，藏医药产生了以宿喀·娘尼多吉为

代表的南派藏医药。后来又经过医学家杰巴泽翁、释迦汪秋、五世

达赖喇嘛、达姆·门然巴洛桑曲批等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代

表性的南派医学。历史上，南派藏医药一直作为藏医药的中坚力

量，领导了整个藏医药学的继承、发扬。

六、传承价值

藏医药学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藏族地区人们的

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藏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

的价值。

而现在随着环境的恶化、化学药物的毒副作用和在治疗疾病

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无奈，再加上现代科学进一步证实了藏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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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的科学价值，研究这些传统医药对健康

保健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大量青少年对传统医药学的不了解

和珍贵药物的流失，藏医学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危险。

七、藏医学著作

现在流传至今的藏医学著作，为医典《居悉》( 即《四部医

典》) ，相传最早为玉妥·云登贡布编著。但据《玉妥·云登贡布》

中记载，此医典是译师白若杂纳翻译的作品，云登贡布只是对它进

行了补充和注释。现目前我们能看到几种版本，都不是原来版本

了。相传 11 世纪时，云登贡布的后裔玉妥·萨玛汲取了《月王药

珍》的精华，对《四部医典》的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五世达赖喇嘛

时期，著名学者第司·桑嘉措对《四部医典》进行了校对和修订;十

三世达赖喇嘛时，又组织人员对《四部医典》的文字进行修订。

《四部医典》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种疾病的分类以及生理、

病理、诊断治疗、药物配方等等。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藏医

学进行了研究。前苏联艺术家出版社曾出版《藏医图集》，他们认

为《四部医典》和《藏医图集》是举世无双的藏医文献，对它所引起

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医学范围。

八、藏医的医德

藏医学的历史悠久，不但技艺高超，而且还十分注意医学道

德。大致有以下几点:

1．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全力治疗。《玉妥·云登贡布传》中

说:“把六方俗世的众生，视为自己的父母”“爱护他人胜于爱护自

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不加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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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给人看病

2．医生要有高尚的情操，穷人和富人使用一样的药物，把扶贫

济困作为自己的责任;不论男女，美丑，要一视同仁;不贪女色;不

得谋取私利，要舍弃自私和贪婪、狡诈。

3．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对病人的病情要保密。如《玉妥·云登

贡布传》中说:“医生不应在没有进行适当的诊断时，就猜测是什么

病，只有在诊断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才向病人透露疾病的情况，

应该告诉病人他是否能复之。”

4．要努力地钻研新的知识，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云登贡布

曾经指出:当还不甚了解病情时，就想拿病人的生命去操作，是可

鄙的;缺少知识而又没有有关的经验，却对病人提出许多劝告和解

释的人，也不是好医生; 用治寒的药去治疗热病，或者相反的人，都

是江湖医生。老玉妥常说，作为一个好医生，如果你轻易伤害一个

病人，你的罪过和杀死一个人是一样大的。

5．医生之间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藏医学·誓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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