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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黄永光　男，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出生，京族 ，

中共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 尾村

人。１９８８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 （今广西中医药

大学）中医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骨伤科主任

医师。现任防城港市中医医院业务副院长、大骨

伤科主任，广西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自治区重

点中医专科———骨伤科学科带头人。是广西中医

药学会理事、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常务理事，荣获

“广西优秀青年中医”、防城港市第二届 “十佳文

明市民”称号。

２０多年来，一直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

方法治疗骨伤疾病。作为医院骨伤科学科带头人，深入临床一线，开拓创新，

主持和解决临床复杂、疑难病的治疗和业务技术难题。主持和参与６项自治

区级、市 （厅）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发表专业学术论文２０多篇。现主持 “广

西东兴市京族民间医药资源的现状调查研究”、“京族医药的发掘与整理研究”

两项市 （厅）级课题的研究，参与国家科学技术部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重大课题研究，专门负责对京族医药发掘

与整理研究的专项工作，并在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 《广西京族医药发展现

状的研究概况》和 《京族特色医药———自制艾绒及民间点灸治病的应用》等

论文。

黄永光作为 “京族三岛”中第一位学习中医的主任医师，一直支持和参

与对京族医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更好地传承民族医药文化，抢救整

理和挖掘京族医药，充实祖国医学宝库，补充和完善京族文化体系，他身体

力行，从我做起，从零开始，亲自带领调研组深入京族地区，收集、整理京

族村医、民间医的古籍、手抄本及有效的单方、验方，宣传、挖掘和整理京

族医药，受到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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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奎　男，１９６５年９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人。１９８６年７月毕业于广

西中医学院 （今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在职

研究生学历，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骨伤科副主任医师、京医研究室主任，广西中医药

大学副教授。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分会委

员、广西医院协会理事、广西中医药学会常务理

事、广西中医骨伤科学会常务委员。

从事骨伤科临床工作２８年，先后到南京市鼓

楼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学习深造，基

础知识扎实，技术全面，擅长创伤骨折、脊柱病、关节病的诊治。从事医院

管理工作１０多年，具有丰富的医院经营管理经验。在广西卫生工作中成绩优

异，２０１３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记个人二等功和集体二等功荣誉。积极

参加科研工作，有２项科研成果获防城港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还主持自

治区级、市 （厅）级科研课题３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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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我国民族医药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从１９８４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

会议以后全面展开的。这项具有抢救性质的工作，坚持了整整３０年，形成了

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一大批过去有文字、文献记载的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如

藏族医药学、蒙古族医药学、维吾尔族医药学、傣族医药学、回族医药学、

彝族医药学、朝鲜族医药学、哈萨克族医药学等得到继承发扬；一大批本来

无文字记载的、属于口头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族医药如壮

族、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畲族、羌族等民族医学得到发掘整理，用

汉文编写出版了与中国民族医学概论、医学史、药物学和临床医学等相关的

专著，开展了相关的事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它们曾经辉煌过的历史

舞台。但这项工作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特别是我国２２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

族，每个民族的人口均在１０万人以下，他们面临着生存繁衍的压力，民族民

间医药的发掘整理相对滞后。广西的京族医药就属于这一类。

京族在古代是百越的一部分，是５００年前从越南追逐鱼群漂流而来的移

居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 尾、巫头、山心 “京族三岛”等

地区，现有人口约２３　０００人，是我国南方从事海洋渔业兼营盐业的海岛民族，

也是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聚居所在的北纬２１°３３′的亚热带地区，其生

存环境、食物结构、生活习俗、疾病谱、死亡谱、医疗手段、药用动植物等，

均有与我国内陆地区不同，各有特点，从而决定了京族传统医药独有的内容

和特色。

在国家科学技术部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

理’”项目的支持下，从２０１１年开始，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广西民族医药

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合作，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黄永光 （京族）

牵头，组织该院民族医药研究室的业务人员，走遍 “京族三岛”，深入调查访

问、走访记录，收集了大量民族民间医药资料，历时３年，终于编写成 《京

族医药》一书，填补了京族医药史上没有完整文字记载的空白，丰富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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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医药

传统医药宝库。这充分说明，任何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对生命的认知和

“自以为是”的养生之道，都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防病治病手段，对传统

医学都做出过或多或少的贡献。这就是医药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说明，京族

是一个跨境民族，在越南是主体民族，在我国是少数民族。经过５００多年的

漫长岁月，京族医药已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京族人民积累了在 “京族三

岛”生存繁衍的丰富经验。京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反映了我们对人口较少的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认知和尊重，表达了我们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传统医

药全面普查、认真学习的态度和决心。《京族医药》虽是草创之作，但其出版

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原会长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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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二

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和不同

的民族文化特色。京族是全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洋

民族，以海洋渔业经济为主，主要聚居在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江平镇的 尾、

巫头、山心３个海岛上，故这３个海岛又被称为 “京族三岛”。长期以来，居

住在 “京族三岛”的京族人民，由于岛屿四面环水，出行不便，离城镇及发

达地区较远，当地居民缺衣少药。为此，聪明、勤劳的京族人民仰仗沿海一

带富含大量海洋药物及滨海药用植物的优势，巧妙地运用了海洋药物及滨海

药用植物进行防病、治病，创造了一个个神医传说。在长期的工作、生活及

与疾病的斗争中，京族人民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特别

对治疗食用河豚鱼 （当地俗称龟鱼）中毒、毒鱼刺伤、海蜇蜇伤、感冒、急

性肠胃炎、胃痛、风湿病等疾病都有一套自己独有的较好的防治方法，并在

防病、治病过程中陆续地记录、交流和传抄治疗心得，记录了自民国十年

（１９２１年）以来独味单方治疗奇难杂症的用药处方及艾绒点灸治病的种种方

法，汇编成了一系列民族民间医药的古籍，现在已有治疗奇难杂症的 《杂例》

（民国十年手抄本）、艾灸治疗各种疾病的 《同人书》（手抄笔刻本）、治疗各

种病症的经验方本 《京医百病方》及用单方处理多种疾病的 《京药单方要》

等。邓家刚等主编的 《广西海洋药物》，范航清、滕红丽、梅之南主编的 《滨

海药用植物》中记载的滨海药用植物，都充分印证了京族民间医药的真实存

在。但由于民间医生的零星收集及间断记录，难以完整地传承民间医药，独

立的京族医药体系尚难形成，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完善、挖掘、整理和传承

民间医药，形成完整的京族医药体系，专门成立了中医药民族医药 （京医）

研究室。以京族为主体、其他各族同胞共同参与的调研小组成员，在各级领

导的大力支持及民间医生的大力配合下，不畏辛劳，通过一次次地走家串户，

点点滴滴地挖掘、收集、整理及考证，终于将 《京族医药》编著完成。《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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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包括了京族简介、医药起源与发展、基础理论、药物学、临床经验、

饮食调理、医药文化、养生保健等丰富的内容，希望 《京族医药》的出版能

为更多的民众带来福祉，能为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继承发扬做出贡献。

防城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４



序三

序三

京族是我国南方人口较少并以海洋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主要分

布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 尾、巫头、山心３个海岛上，号称 “京族三岛”。

京族的祖先大约是在１６世纪初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来的，历史上他们被称

为 “安南”、“唐人”、“客人”、“越族”等，１９５８年正式定名为 “京族”。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京族及其先民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防治疾病的经验。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前未能得到全面系

统的发掘整理和总结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京族医药自身的传承和

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医药政策，使得包括京族医药在内的各民族传统医

药的继承发扬工作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当地政府的重视支持和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的直接指导下，以

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京族第一位主任中医师黄永光同志为代表的一批

民族医药工作者，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民族的重托，经过数年深入细致地调

查采访，收集了大量的京族民间单方、秘方、验方以及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

诊疗技法，其中不乏一些老京族医师的独特宝贵经验，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整理成 《京族医药》一书。他们为传承和弘扬京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京

族医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应用，做了一件开创性的有益工作，功不可没。

《京族医药》一书即将付梓出版。作为老一辈民族医药工作者，我在向京

族人民和京医医务工作者表示祝贺的同时，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

为民族医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努力，开拓奋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谨此为序。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

第 八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２０１４年国庆节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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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京族是我国５６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

的 尾、巫头、山心３个海岛上，历史上曾被称为 “越族”，人口仅２万余。

勤劳勇敢的京族人民，在出海劳动之余，不仅创造了哈节 “唱哈”、竹竿舞、

独弦琴等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建立了美丽的家园并守边戍疆，而且也积累

了一定的医药经验。

作为在 “京族三岛”土生土长，京族的第一位中医主任医师的黄永光，

现任广西防城港市中医医院业务副院长，他自幼耳闻目染京族民间医师采用

艾灸、拔火罐、刮痧等手段，配合京族常用草药和海洋药屡屡治验皮肤病、

骨折、肾结石等病症，于是大学毕业后立志于从事京族医药的整理与研究工

作。在国家科学技术部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中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

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项目的支持下，在他的同事们及民间京

医医师的大力配合下，不畏辛劳，走村串户，收集口碑资料、手抄本和药材

标本，并进行整理及考证，终将 《京族医药》编著完成，令人敬佩。

该书较完整地收集整理了京族医药经验，收录了部分京医常用单方、验

方和临床医案，重点突出了海洋类药物的应用，介绍了京族百岁老人的长寿

经验和养生保健方法，还收录有京族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和谚语等，极大地

方便和丰富了京族医药爱好者的学习。该书的出版，对弘扬京族医药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和传统民族医药事业的协调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纵观全书，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京族医药经验源于京族民间，经

整理后将走出海岛，服务于更多的患者，京族医药作为京族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该书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京族医药专著，乐于为序。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广西壮医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前言

京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以海洋渔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防

城港市，集中分布在东兴市江平镇的 尾、巫头、山心３个海岛上，这３个

海岛又被称为 “京族三岛”。据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京族人口有

２２　５１７人，其中防城港市有１８　１０６人 （以东兴市为主，其人口有１３　９６６人）。

京族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地区，全年最高温度为３４℃，最低温度为３．４℃，

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５～２３．３℃，是个 “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常放”的四季

节气特征不明显的地方。浩瀚的北部湾是南海最大的海湾，由于沿岸地区河

流纵横，淡水冲注而带来大量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又由于气候和水温适

宜，遂形成对水产生物栖息繁殖有利的条件，是鱼类、贝类、藻类的天然产

卵场和培育场，是我国优良渔场之一。繁殖的鱼类品种繁多，据初步统计有

７００多种，其中具有经济价值和产量较高的有２００多种，最主要的有青鱼、

赤鱼、鲨鱼、马鲛鱼、红线鱼 （当地俗称红占鱼）、石斑鱼、鲈鱼、鱿鱼、墨

鱼、马母鱼等数十种，沙虫、海蟹、龙虾 （当地俗称大虾）、贝类也很丰富，

珍珠、海马、海龙等也出产不少，这些丰盛的产物有的是医学上的名贵药材。

京族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有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语

言、医药文化和风俗习惯。如今，京族的生活习俗、礼仪文化、宗教文化、

文艺艺术、语言等都被挖掘和整理，并收藏于东兴市京族博物馆，唯独缺少

的就是京族医药文化。而很多京族村医、民间医生大部分年事已高，他们的

子女大多因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意去学习本民族医药，如不及时地对京族医

药进行挖掘和整理，京族医药就有可能会失传。为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等非常重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原会长诸国本教授主持的国家科学技术部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中

医药古籍与方志的文献整理’”（广西仫佬医、毛南医、京医等特有民族医药

的发掘与整理）的调研工作正在进行中。因此，在各级相关部门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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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防城港市中医医院牵头，抽调各级医务人员，联合京族村医、民间医生和

民族医药研究工作者等共１０多人组成搜集、整理、编撰工作小组，深入 “京

族三岛”走村串户实地调研。京族医药是京族先祖为了繁衍生息，在特殊环

境里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是京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通过探访民间医生数十名，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数十次，围绕京族的文化习

俗、海洋动植物及医药技法等方面开展深入调查，并经过三年多的挖掘和整

理，收集了京族村医、民间医生许多防病、治病有效的土方、土法。现将其

整理成册，使之广为流传。

本书内容包括京族简介、京族医药起源与发展、京族医药体系、京医药

物学、京医临床经验、京医饮食调理、京族文化与医药、京族医药与长寿文

化、京族医疗和学术团体、京族医药人物简介、京族历史大事年表等，全书

共分为１１章，尤其是在京医药物学中采用当地的方言进行了命名，对京族特

有的海洋药物用京族字喃和越文进行译注，是一部较为完整地介绍京族医药

的专业书籍，是传承、研究、开发和利用京族医药不可缺少的资料。

２１世纪是人类生命科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世纪，运用纯天然药

物促进人类健康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在国家民族医药政策的指引下，民族

医药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大力挖掘、整理、科学研究

和开发利用京族医药，让它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京族医药蕴藏在民间数百年，还有许多秘籍有待我们去探索、发现。《京

族医药》一书的出版，是京族医药研究和发展迈出的第一步。由于京族医药

的文献记载工作从零开始，搜集和整理工作时间仓促，资料掌握尚不完全，

一些问题也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讨，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漏

之处，敬请同行、专家、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京族医药》编撰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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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京族简介

第一章　京族简介

京族，是中国南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海滨

渔业少数民族，同时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历史上曾被称为 “越族”，

自称 “京族”。１９５８年５月，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 “京族”。取名

“京族”，既有 “心向北京”之意，也表明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 “京族”（在

越南称 “越族”）同源。京族是越南５４个民族中的主体民族，京族占越南总

人口近９０％，因此，京族也是跨境民族。

数百年来，生活在祖国南疆的京族人民，勤劳勇敢，披荆斩棘，开疆拓

土，建立起自己美丽的家园，为开发祖国边疆、巩固国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第一节　民族概况

一、人口分布
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东兴市江平镇是京族

的唯一聚居地。京族主要聚居在江平镇的 “京族三岛”——— 尾岛、巫头岛、

山心岛以及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其他人则散居在全国各地。根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京族人口数为２２　５１７人。

二、语言文字
京族使用京语。京语与越南语基本相同。京族没有文字，曾自创土话俗

语 “字喃”。京族通用广东方言和汉文。

三、风俗习惯
京族主要信仰道教、佛教，少数人信仰天主教。京族住房大多为砖瓦房，

为了防海风，建筑较为坚固。食物以大米为主，喜食鱼虾，喜欢用鱼汁调味。

京族女子服装特征是窄袖紧身对襟无领的短上衣，裤长而宽大；男子上衣长

及膝盖，窄袖袒胸，腰间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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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京族的禁忌
京族的禁忌同京族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广泛存在于京族日常生

活和生产劳作的各个方面。诸如渔网放在海滩上，忌人从上面跨过；新造而

尚未入水的竹筏，忌人坐在上面；绞 （染）新的渔网时，忌别人走近来交谈，

否则会被认为因此而捕不到鱼；抬网出海打捞捕鱼第一网时，忌碰见女人；

请人装渔箔时，忌煮夹生鱼、煮糊饭；建造房舍，要择吉日，否则会认为将

遭到天灾人祸；忌住不按照传统建筑的风格修建的房屋，有 “宁置败家田，

不住败家屋”的说法，即使这类房子建得富丽堂皇，也无人敢住；忌在天黑

之后向别人借钱；逢初一、十五忌借火；妇女怀孕期间，忌移动床铺，忌入

哈亭，否则会认为生下来的孩子会歪嘴；在船上忌将碗碟倒置，忌双脚垂在

船外，忌坐在船头烧香的地方；忌夜间在树林里吹口哨或唱歌，认为如此会

招来鬼魂，摄去人们的灵魂。

京族的许多禁忌源于谐音。“焦”与 “礁”同音，出海触礁不吉利，煮饭

做菜皆忌烧焦。 “油水”和 “游水”同音，出海说 “游水”说明出了意外事

故，因而做菜不说 “油水”，而改称之为 “滑水”。随着京族社会文化的进步

和发展，京族的许多禁忌习俗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某些禁忌已经不像从前那

么严格要求了，有的甚至已经消失了。

五、民族简史
现代京族大部分是南越族后裔，由中原汉族和南越族融合发展而来。京

族先民大约在１６世纪初陆续从越南的涂山 （今越南海防市一带）等地迁来中

国，最早迁来中国的京族先民至今已有５００多年历史。当时的 “京族三岛”

是无人居住的荒凉小岛，是他们和陆续迁来的汉族、壮族等各族人民一起开

发和建设了这３个岛屿。

京族地区与越南毗邻。１９世纪法国侵占越南后，多次侵入中国京族地

区。当时，京族人民和当地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反侵略的

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卫国戍边

的战斗中，京族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经济生活
京族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地区，全年最高温度为３４℃，最低温度为

３．４℃，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５～２３．３℃，是个 “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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