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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黎医黎药无字、无论，更
无学。

“要让黎族医药走出深山，就必须让
人们能看到，并看得懂它。”谢毅强认为，
从现代医学体系出发阐明黎族医药的基
础理论，很有必要。

具体而言，现代医学体系可以从黎
族医药中获得启发、汲取养分；黎族医药
理论逐步充实、完善后，将为现代医学发
展提供更多思路和可能。

要实现两者的联动互促，为黎医黎
药著书立论，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夹杂
着“翻译”和“重塑”事务的大工程。

“一次田野调查，光是录音素材就有
上百条，此外还有文字、图片和视频。”陈
应奇说，收集药方、采集草药只是研究黎
族医药的第一步。研究团队对海量的零
散的素材进行分类、整理和系统归纳，需
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中，语言是第一道关口。参与调
研的师生大多不懂黎族方言，而海南黎
族有五大方言区，居住在不同区域的黎
族群众所说方言也不一样。比如，即使
同一种药材，生活在乐东哈方言区的黎
医，和生活在五指山杞方言区的黎医的
表述亦不尽相同。

海南医学院黎族医药研究团队在
求助通晓汉语的黎医或黎族普通群众
的同时，面向全校发动黎族学生参与
素材的翻译和整理工作，让教学与科
研相辅相成。

“我是一名黎族学生，我的祖辈也是
黎医。我希望能在学习成长中，以现代
医学观念推动黎族医药发展。”海南医学
院中医学院学生符艺乐成长于黎医世
家，其祖父符进京和父亲符致坚都是省
内较为知名的黎医。他在学校主动承担
翻译等工作，在整理素材的过程中也增
加了对黎族医药的认知。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的师生们广泛
查阅各类和黎族医药有关的
古今文献，通过考据、校勘、

辨伪、辑佚、注疏、考
订史实等手段，

梳理黎族医药发展史，对田野调查的口
述载录等资料进行分析核实，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

2021年，海南医学院主编的《黎医基
础理论研究》一书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
行。随后，涵盖了黎族药酒文化、药茶文
化、酸酵文化等内容的“黎医黎药”系列
丛书，陆续集结出版。该系列丛书已入
选国家“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专
项规划。

基于丰富的调研数据，海南医学院
中医学院和药学院还同步推进确立黎药
名录工作。

一系列书籍（含教材）的编写和出
版，将口口相传的黎族医药知识通过系
统规范的汇编记录下来，为开设黎族医
药学专业，规模化培养专业人才创造了
条件。

符艺乐希望学好中医学，搭建起现
代医学和古老黎族医药之间沟通的桥
梁。为此，他不仅求知若渴地学习专业
知识，还积极参与黎族医药科研项目和
相关比赛。

黎族医药传承发展的故事，还远未
结束。为将这一传统医学的瑰宝发扬
光大，海南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正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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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撮黄荆，是
山野间不起眼
的野草，也是
治疗肚疼的良
方……在千百
年与疾病打交
道的过程中，
海南黎族先民
不 断 总 结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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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药材、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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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医药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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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黎 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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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辛收集药方
和医术；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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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医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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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医药，凝结着黎族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与智
慧。他们在数千年的代代相传中，摸索出与疾病抗争
的心得。然而，这些心得仅靠口口相传，总是存在流
失的风险。

“挖掘保护便是对黎族医药的抢救。”海南医学院
组织部部长谢毅强说。

从2017年开始，海南医学院中医学院、药学院对
接政府部门，结合“暑期三下乡”教学实践活动，组织
多队师生前往全省各地调研，走访黎族村落，拜访知
名黎医。

大部分市县都没有黎医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且黎
医多居住在偏远闭塞的山区，寻访之路颇为不易。

“光是找到黎医就得费不少工夫。”海南医学院中
医学院副教授陈应奇说，他们大都是通过各方提供的
线索“抠”出黎医所在位置。然后坐车到镇村后，再依
靠当地的向导寻找黎医的住所。

即使经历几番周折后找到了黎医，访问之事也经
常出师不利。在黎族传统观念里，医药的传承是“秘
而不宣”的事情。

“刚下去时，有些黎医不愿意搭理我们，更别说告
诉我们药方。”陈应奇还记得，部分黎医得知他们不是
去求医问药，而是访问记录时，直言“坏了规矩，祖宗
不允”，让师生们吃了不少闭门羹。

为了解开黎医的心结，师生们下了一番功夫。“要让
黎医把我们当朋友，并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
动黎族医学发展。”进入黎村后，陈应奇和其他老师常自
掏腰包，买来一桌好酒好菜，到黎医家中一起做饭，边吃
边聊，有时也搭把手帮黎医收拾物品、整理药材。

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调研模式，成了调研团队的
常态。甚至还因水土不服，出现了一些“惊险”时刻。

陈应奇至今仍记得2020年他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保梅岭调研时的经历。当时，他和团队成员按惯例和
黎医一起吃饭，却因在饭桌上食用了本地山笋，出现
了较重的过敏反应，全身起红疹，脸肿得像充了气的
气球，呼吸不畅。

为了不耽误调研工作，陈应奇并没有打道回府，
而是选择吃药观察。好在有惊无险，吃药后过敏症状
顺利消退，第二天他继续参加调研。

一次次舟车劳顿，一场场促膝长谈没有白费。越
来越多黎医受到师生们工作热情的感染，在了解了黎
族医药传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后，敞开心扉，把药方
告诉了调研团队。

寻有所得，求有所应。几年间，师生们从海口出
发，足迹遍布白沙、昌江、乐东、三亚、琼中、五指山等
地。他们先后拜访了符进京、陈琼秤、符金马等数十名
黎族医药代表性传承人，收集了
数以千计的黎医验方。

黎药存于天地间，为自然风物，但要让其为我
所用，并不简单。

黎药，尤其是道地药材的采收和加工流程，是
黎医祖祖辈辈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一份药性纯
正的黎药，需经过采集、驯化、炮制等，其中有很多
讲究。

调研绝非简单地记录下黎医的口述，还需进
行大量的实地走访，采集草药，才能理解黎方的药
理。

“野外一草一木，几乎在黎方中都可入药。”在
陈应奇看来，要摸透不同草药的药性、用法、疗效，
不断地走和看，是最笨也是最聪明的办法。

在每次调研中，师生们抓住难得的机会，联系
林业部门，和黎医一起上山采药，认识各类草药的
形态、药性，并采集草木样本、收集图片样本、记录
药物功效，以供后期进行分析、整理、研究。

清早出发，师生们在崎岖的山路上顶着烈日
前行，一走就是一整天。

“一路上翻山越岭，要能吃苦，还要有学医认
药的细致。”自小在城市长大的“00后”吉林姑娘
张琳，在调研中第一次体验上山采药。她说，在山
林里摔倒、刮伤和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山路特别
陡，大伙常为了摘一株草药，摔得人仰马翻。”

山林里荆棘密布，许多地方没有成形的路，还
藏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蚂蟥。他们小心提防蚂
蟥，一边走一边用砍刀开路，才得以前行。

虽然采药的过程很考验人，但在大山里认识
了鸡骨草、百叶草、飞机草、过江龙等各种黎药，令
他们十分兴奋。

“治疗肿痛的火炭母，舒缓胃痛的牛筋果……
每天进山都有不一样的发现，那些长在山脚或路
边的不起眼的植物，或许就是药方中一味不可或
缺的草药。”张琳说。

青山满目入药来，虽然寻访之路风尘仆仆、历
尽艰辛，但海南医学院师生团队始终坚持多动腿、
多动嘴、多记录，学到了许多在校园里接触不到的
知识。

“黎药的用法千变万化，包括煎煮、炒制、生
捣、内服、外敷、包扎、擦洗、泡酒、食补等。”陈应奇
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
实地踏勘，才能真正体会到地与人、地与药、人与
药之间的奇妙联结，不孤立地看待其中任何一点，
这对于学习研究黎族医药有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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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黎药遇上文创，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参观海南医学院图书馆内的黎药文
创产品展示架，你就能找到答案。

香膏、手工皂、3D立体金属香囊、手
工滴胶风铃、精油挂坠、团扇……摆放在
展示架上的各式文创产品让人眼前一
亮。

“去年，老师在课堂上鼓励我们灵活
运用文创思维，将黎药做成年轻人喜欢
的手工制品。”海南医学院2022级中药学
专业学生周婧妍说，目前她和小伙伴共
设计制作了7种黎药文创产品。

凑近精油挂坠，可闻到淡淡的草药
香味。“挂坠里的液体是什么？”海南日
报记者问。

周婧妍介绍，液体由广藿香、香茅精
油调配而成，香味像是水果香、薰衣草香
的综合，可以驱蚊虫、净化空气。

精油挂坠的一边，是一个个色彩艳丽
的3D立体金属香囊。学生们选用香茅、
薄荷、沉香、檀香等常用南药黎药制作香
丸，再将3D金属板拼图和香丸组合成香
囊，使之既有立体美观的视觉效果，又有

传统香囊的功效。
精油挂坠的

另一边，是一串精美
的圆形手工滴胶，一个个

滴胶内是不同颜色、不同形态
的花瓣。南药黎药植物的鲜花经

硅胶干燥后置于滴胶中，花的美丽姿态
便被封存了。

泥人、莲花、
动物爪子……展

示架上有许多造型奇
特的手工皂，它们是学生
用鬼针草、九里香、野牡
丹、大花紫薇等南药黎药

植物的干花制成的。
“这些文创产品看似简单，其实

做起来颇为不易。”周婧妍举例说，刚开
始她调配精油没有摸索出合适的比例，
调出来的精油味道怪怪的；干燥鲜花时，
干燥时间太久花瓣会碎掉，干燥时间太
短又会影响滴胶质量……

相较于遇到的一些小挫折，收获显
然更多。“做黎药文创产品，让我更加积
极主动地学习黎药知识，增加了对专业

的兴趣。”周婧妍说，希望通过开发黎
药文创产品，让更多人认识黎药、了

解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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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的黎医黎药著作。

存于海医图书馆的牛大力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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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学生制作的黎药手工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海南日报记者李天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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