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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该缔约国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强调了有关
自然界和宇宙的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人
类及其环境之间可持续联系的积极例证。”近日，
藏医药浴法传承发展研讨会在北京藏医院举行，
在会场读到这段话时，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白
玛央珍反复强调了“赞赏”二字。“那天晚上我们
一直在看直播，申遗成功的那一刻我们觉得一切
都值了。流泪是肯定的，太多的人为此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这是教科文组织给予藏医药浴法的高
度评价，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2018年11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三届常会在毛里
求斯路易港举行，会议批准将中国申报的“藏医
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
知识与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什么是藏医药浴法？它为何被列入世界非遗
名录？申遗成功将如何推动藏医药浴法的普及？
对此，本报采访了参与申遗的西藏自治区藏医
院、西藏藏医药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
藏医院和青海藏医院等相关专家。

沐浴防病的民间经验

藏医药浴法，藏语称“泷 （lóng） 沐”，是
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源”生命观
和隆、赤巴、培根“三因”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
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
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
传统知识和实践。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代院长仲格嘉
向本报解释说，“五源”与自然直接相关，藏医以

“五源”为根基发展出的“三因”理论，表明人作
为有机体，与自然界有着密切联系，各项生理功
能均会因自然界的变化而受到影响，这为藏医学
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仲格嘉介绍，公元 4 世纪时，藏族先民因
“净身拜佛”之需养成了定期沐浴的习惯，此后，
这种沐浴习惯被藏医继承和发展，他们主张利用
天然温泉沐浴来治疗一些特殊疾病。但由于天然
温泉分布不均、数量有限，并且受到季节、天气
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病人无法找到合适的天然
温泉进行治疗。为解决这个问题，藏医经过不断
探索和实践，终于发明了与天然温泉具有同样效
果的“五味甘露”方。这一发明标志着藏医药浴
疗法进入成熟阶段，由此，藏医药浴这种沐浴防
病的民间经验逐渐演变成技术可控、疗效稳定的
医疗行为。

目前，藏医药浴可广泛应用于运动、呼吸、循
环、神经、消化、泌尿、生殖、内分泌等系统疾病的预
防与治疗，具有祛寒通脉、祛风散寒、化瘀活络、
温胃消食、温补肝肾等作用。

“藏医药浴只是‘索瓦日巴’（指藏医药） 外
治疗法中的一种。除了外治疗法，还有饮食疗
法、起居疗法、药物疗法等治疗方式。”青海省藏
医院藏药浴科主任杨本扎西对本报说。

藏医学走向世界的契机

据悉，随着藏医药浴法的列入，我国共有40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这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

据白玛央珍介绍，中国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4年将藏医药浴法相关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轮申遗工作是在此基础
上于2015年年底启动的，在2017年3月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递交了最终的申遗文本。

对于此次申遗过程，白玛央珍感慨道：“很
不容易，申遗项目名称经过了多次论证，申遗文
本也经过了无数次修改。2017年春节和藏历年期
间，我们团队根本顾不上休息，一直忙于准备材
料。直到得到申遗成功的消息，大家悬着的心才
终于放了下来。”

据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遗
项目分为五类，藏医药浴法被归为第四类——有
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决议中对藏医药浴如此评价：“该遗产项目是
一种复杂的医学实践，源于传统环境，已经发展
为中国西藏和其他几个省的制度化医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受到尊重……该实践有助于促进可持
续发展、促进对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及自然资源的
保护……该遗产项目的传统实践和制度化实践形
成了协同增效作用，可促进不同的实践群体间的
尊重，并激发其他社区之间有关健康和疾病防治
实践的对话。”

可见，将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对藏医药浴乃至
藏医学整体价值的高度认可。

“今后不仅要在国内进行藏医药宣传，而且要
在国际上积极发声，让藏医药文化为世界所知，让
藏医药浴法真正走出去。”白玛央珍强调。

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承诺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的病房里，
副主任医师王多吉正进行午间查房，他的患者基
本上都采用藏医药浴法进行治疗。

“我刚来看病的时候脖子根本动不了，刷牙的
时候没法低头，王多吉医师建议我用药浴法治
疗。”患者魏女士说，“现在主要是泡脚，等身体
状况稳定一些，就准备泡全身。”

自2005年从四川来到北京藏医院工作后，王

多吉已经有十几年的藏医临床工作经验。“投身藏
医学源于我成长中的一次患病经历。小学四年级
时，藏医帮我治好了腿部的炎症，保住了我的一
条腿，投身藏医学的种子由此在我心中生根发
芽。”王多吉说。

藏医药浴法申遗成功的消息也让患者韩先生
颇感兴奋。“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治腿上的风湿病，
风湿一犯，关节里就好像有小虫子在爬，很痛
苦。这几个月，我开始在藏医院做药浴，每次大
概做20分钟，特别舒服。”

如何传承和推广藏医药浴法，让其永葆活
力，是申遗成功后的重要问题。白玛央珍表示：

“未来，我们要按照 《藏医药浴法五年保护计划
（2019—2023）》，从制定相关标准、培养人才、
进一步挖掘藏医药浴的内涵、规范诊疗行为等方
面加以干预和改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履行我
们申报时的承诺。”

“传承发展藏医药浴法，标准是最重要的问
题。”北京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任小巧
说，“首先我们要清楚藏医药浴针对哪些疾病有
效，它的优势特色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其次是
药浴技术及操作的规范化，比如药浴的场所、医
生的资质、对药浴过程的控制，这些都必须有标
准。最后是药浴产品的开发，这将是促进藏医药
浴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在研讨会上表
示：“此次借藏医药浴法申遗成功的机会，组织学
术研讨会，凝聚专家共识，进一步谋划藏医药发
展规划，探讨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作用的
途径和方法，有助于促使关注健康、促进健康成
为国家、社会、个人及家庭的共同责任与行动。”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首个非国有博物馆——南昌红色记忆展示
馆正式开馆。该馆是以红旗为主题的革命历史展示馆，由南昌市东
湖文化旅游公司提供资金和场地，收藏家无偿提供展品，双方合作
共建，不向观众收取任何费用。南昌通过市区两级财政政策性经费
补助等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对该展示馆进行针对性扶持。

展示馆总建筑面积852平方米，展陈面积524平方米，陈列各类
文物、展品、图片1000余件，横跨上世纪20年代至今天，具有较强
的地域特色。陈列布展以“红旗”为灵魂，以“时间”为红色记忆
节点，通过“红旗源”“红旗谱”“红旗颂”“红旗扬”四大主题，让
观众与历史“对话”，领略红色文化。馆内“时间墙”集中展示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节点，“精神墙”集中展示了

“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八一精神”等红色精神，“英模人物
墙”展示了部分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值得一提的是，展示馆将红
色文化与VR技术相结合，观众利用手机扫描即可还原重大历史事件
场景，实现从“参观者”到“现场目击者”的身份转变。

该展示馆建筑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前身是原南昌电影公司行
政大楼 （南昌市文保单位），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式三层砖瓦结构。
2017 年，东湖区政府启动旧城改造，将该历史建筑完整保存下来。
2018年，东湖区政府对建筑主体进行全方位保护性修缮加固，并进
行了室内装饰和展品陈设，着力打造一座唤醒红色记忆、存续红色
血脉、传播红色文化的小而精、简而全的红色教育基地。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和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在这里形成的
“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昌市打造红色记忆展示馆，是深入挖掘和利用特色文化资源、积极
推进现代城市建设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存的具体举措和生动实践。

据悉，展示馆今后将面向社会开展藏品征集活动，不断丰富馆
藏内容。同时将举办各种专题展览、研讨会、交流会、品鉴会等，
吸引更多社会人士的参与和互动。

经过陕西、浙江两省文物工作者和陶瓷专家 6 年的调查勘探研
究，“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项目”课题组近日对外发布了
研究成果：经过运用热释光测年技术对银沟遗址发现的部分古陶瓷
标本进行测定，推测其烧制年代在唐中晚期至北宋中晚期。该遗址
出土的陶瓷残片品种丰富，窑场既烧制青瓷，又烧制白瓷、青白
瓷、酱色瓷和黑瓷。其中青瓷和青白瓷的工艺、技术体现了当时最
先进的水平。研究表明，该地区早在唐中晚期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
规模、品种多样、技艺高超、产品质量领先的北方制瓷窑群体系。

据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刘云辉介绍，银沟遗址位于陕西
富平县银沟村，北邻阳河，西南为温泉河。2012年开始，陕西省文
物勘探有限公司先后在遗址约2.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古窑炉、灰
坑、矿物质原料等各类遗迹 1910 处，采集到各类器物标本 984 件，
包含青瓷、白瓷、青白瓷以及黑瓷、酱色瓷器863件，品类丰富，外
形精美。2015年，以浙江大学为主的“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
研究项目”课题组，在前期考古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从考古学、
材料学、工艺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富平县具有白坩泥、青坩泥、黄金土、紫金
土、羊脑子等5类陶瓷矿产类型，从而形成了高岭土、石英矿、绢云
质瓷石、方解石和含赤铁矿量非常高的紫金土等共生的天然矿床。
该地区独特的陶瓷原材料矿藏可同时配制青瓷、白瓷、青白瓷、黑
瓷和酱色瓷，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该地窑场至迟在唐
代时已掌握胎、釉二元配方技术。

据“富平银沟遗址陶瓷科学考古研究”课题组组长周少华介
绍，该地区出现的早期窑业与文献记载的“鼎州窑”和“柴窑”的
时空相吻合，而比现已发现的“耀州窑”早100多年。故该地区窑系
以唐“鼎州窑”定名更为合理，五代至宋形成的“耀州窑”窑场群
应是“鼎州窑”窑系的传承与发展。银沟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今
人了解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鼎州窑”“耀州窑”乃至破解争论不息的

“柴窑”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藏医药浴法申遗成功

推动中国非遗走向世界
□叶晓楠 刘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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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藏医药浴法代表性传承人明珠 （左） 指导泷沐觉堪 （制药师） 煎熬“五味甘露”。 关确才让摄
图右：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举行一年一度的藏药甘露加持仪式，这是藏药浴“五味甘露”配制的重要环节。 格桑多吉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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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藏医学院的学生正在研读记载着藏医药浴法相关知识的《四部医典》。 刘罡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每年藏历七月沐浴节，民众参与该遗产项目
的实践。 刘斌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一位患者
正在接受藏医药浴法治疗。 孙文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