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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启动申遗，

向世界展露绚丽画卷
陆培法 叶晓楠

相传有一座药王城，四面环山，山上生长着各种治

病的药物，香气四溢，城中住着的药师佛为息除404种

病痛，化身为5位仙人，在天庭侍医、为诸神讲医。仙人

讲授的内容后来流传到世间，经一位凡人医圣宇妥·元丹

贡布整理后，成为藏医圣典——《四部医典》。

如果不是《四部医典》，元丹贡布也许只是浩渺历史

中的一位匆匆过客，但由“隆”、“赤巴”和“培根”组

成的生命之树，高高托起了这位藏医祖师，也保留和传

承了藏医学历史久远的丰富内涵。经后人逐步积累、完

善，藏医药成为独具特色、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

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成为中国目前最为完整、

最有影响的民族医药之一。

快速走向世界

近年来，在藏医药产业快速
发展的同时，藏医药文化交流活
跃，藏医药正在引起国际医学界
的关注。除了每年都有各类国际
藏医学大会外，众多外国专家、
学者到西藏考察藏医学，还有一
些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藏医
药。美国、意大利、日本、印
度、泰国等国相继成立了藏医药
学研究机构，学习和借鉴藏医药
特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副教授贡
却坚赞介绍，自 2007 年起，青
海大学藏医学院开始与美国象雄
国际学院等海外高校建立医学教
育合作关系。“目前已经有来自
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
家的数十名留学生获得青海大学
藏医学院的结业证书，”贡却坚
赞说，“除了派送留学生到中国
学习藏医知识外，海外高校也会
邀请我们的教师过去授课交流。”

贡却坚赞说，藏医药国际市
场的前景看好。藏医讲求身心合
一，对身体问题和心理问题相辅
相成治理，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
人欢迎。

名医辈出

在 跨 越 古 今 的 藏 医 发 展 进 程
中，涌现出了无数巨匠。但要说藏
医药事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当属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

藏医药大师、天文历算学家强
巴赤列，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有
许多光环和荣誉围绕着他。但在拉
萨，找他却一点都不难。无论是内
地来的普通群众，还是当地农牧
民，只要到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门诊
部大院，就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见到
强巴赤列。

半个多世纪间，强巴赤列潜心
研究藏医药和天文历算学科理论。
其中，他翻阅大量资料，证明 《四
部医典》的作者为公元8世纪西藏的
一代名医玉妥·云登贡布，把藏医学
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800年。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四
部医典彩色挂图全集》（藏汉、藏英
版），为书中4700多张照片作了文字
说明，共计 25 万多字。该图被誉为
国内藏医界第一部教学彩色挂图。
他首次对藏医胚胎学的历史及其对
胚胎学的贡献作了详细的研究，使
得藏医对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早于
国外学者。

在甘肃省夏河县，50 岁的藏医
贡保扎西数十年来一直牢记“行医
只为救人不为赚钱”的师训，带领
甘南藏区首所藏医院坚守对“社会
效益至上”的追求。贡保扎西的老
师是拉卜楞寺著名僧人、国务院特
殊津贴获得者旦巴坚措，也是甘南
州首位藏医主任医师，于 1996 年圆
寂。

贡保扎西说，旦巴坚措老师对
藏药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
许用替代品生产藏药，“老师坚持原
材料找不到就不能做，否则就是对
病人不负责。”

历史悠久

“藏医学的特点，可用汉语中的
‘精美绝伦’来概括。”藏医专家尼玛次
仁、曲桑、刀杰热旦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曾这样自豪地介绍藏医。

精，在于精确地将天文历算应用在
藏医的诊断学、病理学、药物学中。美，在
于它的大善、崇敬生命。在藏医学古代巨
著《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四部医典》）
中，将身体、诊断、治疗等内容的结构喻
为菩提树的树根、树干、树枝、树叶、花朵
和果实，将人的生理和病理、疾病的诊
断、治疗，非常形象地画在菩提树上，不
仅完美严谨地表述了藏医学体系，也寓
意人体如菩提树一样生机盎然。绝，在于
藏医学把人体构造和天体相对应。伦，就
是行医伦理，是藏医学的魂。

青海省藏医院副院长端智博士介绍
说，藏医学是目前全世界仍在使用的为
数不多的几个传统医学体系之一。据考
证，四五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青藏高原
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卫生保健措施和
医学观念。

18世纪以后，藏医学陆续有一些论著
问世。《四部医典》是藏医学最主要的医
典，而曼唐可以说是《四部医典》的图解版
本。17世纪末，当时总理西藏地方政务的
第司·桑杰嘉措，召集了全西藏有名的医
药学家和画师，整合前人绘制的图谱，并
结合其他医学典籍，补充数幅穴位图，最
终绘制成79幅成套曼唐，成为藏医药学理
论和实践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据现任西藏藏医药研究院藏医药文
献研究所所长的次旦久美介绍，79套曼
唐问世后，曾多次被复制。即便如此，
现存的曼唐数目仍然很少。在2012年以
前，西藏共有 294 幅曼唐，仅能配齐两
套完整的曼唐。次旦久美也一直在主持
曼唐的复制工作，以确保这一医学瑰宝
能更好地流传给后人。

现存的成套曼唐，除了79幅正图外，
另附一幅历代名医图，作为第80
幅。

申遗启动

近年来，被誉为“雪域奇
葩”的藏医药事业，喜事不断。

2014年2月，记者从西藏自
治区文化厅了解到，藏医药申报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工作已完成申报文本、视
频的撰写及拍摄，并已正式上报
文化部。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非遗处处
长吉吉说，藏医药作为中国传统
民族医药的典型代表，以其悠久
的历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特殊
的药理效果备受世人关注与青
睐，是藏族历史、文化、宗教、
民俗等各学科的珍贵遗产。

吉吉介绍，2013 年初，西
藏开始着手藏医药“申遗”工
作，并专门成立由文化厅、藏医
院等多部门组成的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召集西藏、青海、四川
等地的藏医药专家，成立了申报
工作专家委员会。

与此同时，记者从西藏自治区
藏医院了解到，自2013年初开展
名老藏医经验和处方挖掘整理工
作以来，西藏已收集经验处方 10
万条，名老藏医经典医案220例。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仲格嘉研
究员向记者介绍，由该中心副总
干事郑堆任课题负责人的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藏医药藏
汉大词典》，计划今年截稿。其
最终的成果将覆盖几乎所有的古
代权威医学专著典籍 （其中包括
大量散落在藏区寺庙、山村等边
缘地区的珍贵的一手资料），拟
收词条 1.3 万余条，涵盖藏医基
础理论、藏医临床、藏药、藏医
器械、藏族天文历算等多个方
面。

兽首玛瑙杯，1970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
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现藏陕西历史博物
馆。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
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它有着怎样的文化价
值？如此巧夺天工的宝物，其背后隐藏着怎
样的身世之谜？

兽首玛瑙杯通高 6.5 厘米，长 15.6 厘米，
口径5.9厘米，是喝酒用的。据估计，它诞生
于8世纪前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
色玉雕，也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
此杯选用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整块的红色玛瑙
琢制。这件以深红色、淡红色为主调的红玛
瑙，中间竟夹有一层淡白，使这块红玛瑙成
为世间稀有的俏色玉材。

玉师在玉材的小端雕琢出惟妙惟肖的兽
头，把纹理竖直的粗端雕琢成杯口，而口沿
外又恰好有两条圆凸弦，线条流畅自然，天
衣无缝。作者巧妙用俏色技巧，将兽眼刻画
得黑白分明，形神毕肖，真正达到“画龙点
睛”的效果。

虽然兽首玛瑙杯在唐代文物群中出土，
但并不一定是唐代的产品。据介绍，类似唐
兽首玛瑙杯这样造型的器皿起源于西方，希
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后来才传播到
亚洲，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较为常
见。中国古代玛瑙也多来自西方，康国、吐
火罗、波斯均向唐王朝进献过玛瑙器。

在 《旧唐书》 中就有“开元十六年大康
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因此有的学者推
测此杯是从中亚或西亚进献来的礼品。但也
有研究者坚信，此杯出自唐人之手。兽首杯
在制作之初，可能也想模拟西方风尚采用羚
羊之形，可由于对题材的生疏，所以最后成
了现在的面目。因此，这件珍贵的玛瑙杯不
排除是出自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的工匠
之手，抑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利
用外国进贡原料琢制而成的杰作。

王伉被尊称为民间英雄

青龙古庙也称安济圣王庙，位
于潮州古城南堤江边，始建于明
代，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古庙
建筑中的潮州木雕、屋顶的嵌瓷、
庙中潮绣服饰等物件，堪称潮文化
精品的缩影。而潮人之所以对古庙
及庙会“情有独钟”，却是因为庙中
有人们所敬仰的民间英雄——王
伉。王伉扶贫济困、为民解难的精
神影响了一代代海内外潮人。

王伉是三国时期蜀汉永昌太
守，历史上保土安民有功，死后当
地人立庙纪念。因多次救民众于水
火，被历朝加封至安济圣王。相传
清朝初年，潮州人谢少苍在云南为
官，当地发生旱灾，赤地千里，哀
鸿遍野。他上表申报朝廷要求开仓
赈灾，但却久未得到批复，在灾情
危急情况下，他自行开仓救急，故
而获罪，幸遇王伉显圣相助，得以
脱难。之后，谢少苍认为王伉是自
己的大恩人，回潮州时便将其神像
带回家祭拜。渐渐地，邻里到他家
祭拜的人越来越多，谢氏遂把神像
迁至青龙庙，供全城百姓祭拜。

传说，有一年，韩江水暴涨，
南堤岌岌可危，险情叠现。青龙庙
前忽见青蛇群集，随后水势渐退，
潮州转危为安。于是当地民众纷纷

猜测，认为是王伉化身青蛇保境救
民。自此，当地人更是把王伉当做
民间大英雄来敬仰和崇拜。几百年
来，王伉恩泽百姓的美名传遍潮人
所在的每个角落，庙中因此香火不
灭，后来当地人把每年农历正月十
三至二十八定为青龙庙会。

庙会盛况曾持续百余年

当年的庙会以祈福感恩、行善
助善为主旨。庙会的前奏是“兴
灯”。“兴灯”夜是指农历正月十三
至十五日，潮州城内连续三夜游花
灯。潮州习惯将巡游花灯分成两
类，一类是50厘米以上到与真人一
般大小的花灯，这一类要多人扛、
抬或放在车上推。另一类每人手持
一盏，称纱灯。潮州旧有 《百屏花
灯》 歌，可知此花灯之丰富多彩。
那时的整个潮州城，披红挂绿，绚
丽多姿，灯光烛天，弦歌动地，引
人入胜。

到了庙会当天，一条条流光溢
彩的灯龙，一座座栩栩栩如生的屏
灯，以及掺杂在庙会游神队伍中的
锣鼓声、潮乐声和家庭妇女清唱的
潮州歌谣声，形成“灯火家家市，
笙歌处处楼”的盛况。潮州的民间
技艺，如潮剧、潮绣、剪纸、木偶
戏、潮州音乐、潮州花灯、潮州木
雕、大吴泥塑、潮州大锣鼓、铜锡

器制作、潮州陶瓷雕塑等，也借此
平台一一进行展演。因此，由纪念
王伉的活动延伸开来的民俗文化集
中展示，便这样延续下来。

在庙会通宵达旦三昼夜中，全城
演戏达十多台，各处香客云集，车水
马龙，旅店客满，各行各业一派兴旺。
庙会期间，除本地香客外，外地香客
也络绎不绝，他们不但捐功德钱，还
捐出不少善款，庙会主事们按照其意
愿帮助办理，其中不少就是购买粮油
等物品，救济贫苦家庭，成为一次群
众性的自发慈善活动。

可惜的是，这一开始于清乾隆
年间、有着鲜明地方色彩的庙会活
动，延续 100 多年后，因种种原因
所致不复存在。直到1994年，海外
潮人发起重建青龙古庙，历时两年
竣工。

庙会成联络海内外潮人的纽带

潮人向来尊师崇师、懂得感
恩，王伉扶贫济困、为民解难的可
贵精神品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潮
人。为纪念和弘扬王伉精神，同时
为使青龙庙会再次成为潮州传统民
俗文化展示风采的平台，多年来，
不少海内外潮人对恢复青龙庙会孜
孜以求。

2011年，潮州成立“王伉传统文
化研究会”。2012年2月，潮州青龙庙

会正式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扩展名录。2013年年底，
社会各界开始精心筹划着一场时隔
64 年的民俗文化大展示活动。2014
年春节期间，一场以“政府指导、民间
唱戏、公众参与”为原则的青龙庙会
便在潮州古城拉开了帷幕。潮剧来
了，木偶戏来了，潮州大锣鼓来了，饶
平布马舞来了，英歌舞来了，鲤鱼舞
也来了……这是一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集中大展示，是潮人民俗文化的
嘉年华，更是海内外潮人对传统文化
的守望和再认识。

“时隔64年，这次庙会真是久违
的海内外同胞‘大聚会’。”香港潮安
同乡会许斌这样评价今年的青龙庙
会。其实，对于海外潮人而言，青龙
庙带有“根”性质的地域精神象
征。青龙庙所在位置历史上曾是一
个码头，从前“过番”的潮人，离
家前总要到青龙古庙祈求庇护，甚
至包上一点庙前的泥土随身出洋，
青龙庙因此成为海外潮人守望和寄
托乡愁的地方。于是，大多数人会
选择在每年庙会期间，慷慨解囊或
回乡参拜，或进行贸易活动，洽谈
生意等，庙会因而成为凝聚潮人潮
心的重要纽带。目前，越南、泰
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华人更
把这一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
所在地发扬光大，青龙庙会俨然成
了海外潮人寻根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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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铿锵有力的潮州大锣鼓开道，接
着是随锣鼓节奏上下起舞、左右翻腾的
鲤鱼舞；身着古装服饰，画着梁山泊好
汉戏剧脸谱，手执两柄木槌边舞边吼的
英歌舞；用布料制作成马匹模样，人处
马中，人马合一表演“抖鞭走马”、“抽
鞭纵跳”、“扬鞭跑马”的布马舞；翻滚
腾飞的舞龙队，威武跳跃的醒狮队，精
细华丽的潮绣，形态各异的花灯……一
系列由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民俗项目组
成的队伍巡游，便是2014年潮州春节最
隆重的青龙庙会最后一个环节：民俗文
化踩街活动。日前，踩街活动吸引了近

30万潮州市民争先观看，轰动整座潮州
城，被海内外潮人誉为潮州民俗文化的

“嘉年华”。
对于潮州人而言，这是一场阔别64

年的文化盛事。早在1937年出版的《潮
州年节民俗谈》一书中，作者便这样描
述潮州的青龙庙会：“花灯美景，百戏
杂陈，鼓乐喧天，爆竹震耳，游人达十
万余，全城如醉如狂。”时隔 64 载，这
样的文化盛况再次在潮州古城出现。青
龙古庙，是一座怎样的庙宇？其中有着
怎样的历史传奇故事？庙会在海内外潮
人心目中，为何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阔别64载的青龙庙会盛况

“兽首玛瑙杯”的神秘身世：

外国贡品还是本地造？
杨 力

兽首玛瑙杯

疾病的诊断
（来自：《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

疾病的诊断
（来自：《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

■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