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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水是生命的根

本。《尚书大传·五行传》言“天一生水，地六

成之”，天一为阳，地六为阴，水有阳水、阴

水之分，与天干对应，为壬癸，壬水为阳，癸

水为阴。江河流动之水为壬水，癸水是天之津

液，独具滋润之功。水为坎，其体纯阴，其用

纯阳，雨露霜雪，海河井泉，甘淡咸苦，不同

状态的水入药效果也不一。李时珍把水分为天

水与地水，雨水、露水、腊雪等 13 种为天水，

流水、井泉水、节气水、温汤水、热汤、生熟

汤等30种为地水。清人王逊在《药性纂要》一

书分析顺流水为治下焦、腰膝、通利大小便药

用，逆流水为发吐痰饮药用，认为取流水后以

勺屡次高扬后之水即甘澜水，改变了流水咸而

重的性质，从而甘温性柔，用于治寒冰阴症药

用[17]。简言之，用取类比象的思维，以水之动

形喻消除疾病所需要的方式，需要向下消导除

去的疾病，用顺流水，需要上引吐散的药，用

逆流水，寒病用性温的水，热病用性凉的水。

水的温度也有讲究，热汤有百沸和半沸之分，

百沸即为多次烧开的滚水，热汤能通经络。沸

水与冷水相混合的水，即生熟汤，又名阴阳

水，认为用之可使阴阳平。

对瑶族药浴的认识，往往注重瑶药本草的

利用，而忽视了用水的讲究。如广西龙胜瑶族

女性以一头乌黑长发而著名，她们以发酵的淘

米水洗发，再到溪流过清水洗净，养护得一头

秀发。外界效仿，未必就有良效，原因之一忽

略了环境和水质的因素。瑶族的药浴，以竹槽

引山上之流水，经水缸沉淀，煮沸后又以木瓢

多次高扬至木盆中。而且药浴的过程中，是不

掺入冷水的，即沸水。结合中医用水的理论分

析，这对于驱除寒邪、除痹痛无疑起到作用。

3. 洗浴是瑶族的待客之礼

洗浴，不仅仅是瑶族人清洁的方式，还是

待人接客的礼节文化。过去交通不便利，瑶族

人分散居住，瑶山来了远方的客人留宿，招待

客人，请客人洗浴是不怠慢、对客人表示尊敬

的方式。早上主人用脸盆为客人打好热水，给

客人洗脸涮牙。晚饭后，烧上热水，或浸入草

药，把热汤舀到木桶或盆里，先请给客人洗

浴。如果是冬天太冷，不洗澡也都要浴足洗

脚。即便遇到拜年走亲戚，或参加婚礼留宿客

人较多，主人对所有客人的早上洗脸和晚上洗

浴也要一一过问，毫无疏漏。在空间上，洗浴

房往往在厨房一隅，边上有灶台烧热水，如果

洗浴水温度低，便加热水保持水温。

4. 瑶族药浴

瑶族顺应节气养生和防疾。瑶族生活在山

区，山上及屋前屋后都是草药，认识草药成了

地方性知识，凡遇到常见疾病，如头痛感冒、

痛经等，瑶族人找草药治疗。瑶族人爱清洁，

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用草药煮水洗浴的生

活习俗及治疗方式。婴孩出生后，以柚子叶

澡，而且未满月的孩子，基本每天早晚洗两次

澡，以保持孩子干净。过去贺州瑶族 （土瑶）

经济条件不好，瑶族妇女分娩三天后就到地里

干活，虽然十分辛劳，但身体也能扛得住，这

与用鸡血藤、桂枝、五指毛桃等草药或加姜、

酒煮成药水洗澡、护理是分不开的。瑶族信仰

道教，度戒是男子的成人礼，任何年龄的瑶族

男子可举行，一般在十二三岁时举行度戒仪

式，亦可表明接受道教的戒律，净化人的心

灵。度戒前及度戒中的师公及度戒对象均要沐

浴洁净。度戒前男孩还要蒙被入睡 5 天，这表

明与世俗的隔离，也是一种洁净的表现。平时

瑶族人上山劳作，身体疲劳，或皮肤瘙痒，除

了喝谷雨茶制成的油茶提神，也常用水菖蒲、

半边莲等煮药水沐浴。药浴时一是不加凉水，待

药煮沸后将沸药水倒入木盆中，二是先熏后洗。

沸药水自然无法洗浴，瑶族人用一张小板凳放

入木盆或庞桶中，坐在凳上，以药水的热气蒸

腾熏入身体，或用草药药渣搓脚心、身体，等

药水冷却到合适温度，再泡浴，起到驱除邪

气，活血化瘀、祛风散寒、排毒养神的作用。

瑶医药浴是瑶族医学里的特色疗法，在乡

村振兴与健康中国建设中，发展瑶医药浴大健

康产业，既发扬了瑶族传统文化，让瑶族与自

然和谐相处之道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延

续，有利于瑶族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又实现绿色生态发展，是实现瑶族地区乡村振

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之路。

三、传承瑶医药浴文化、建设生态文明，

带动瑶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发展瑶医药浴产业有利于瑶族地区生态

文明建设

瑶医药浴文化体现的生态观是瑶族生态观

的一个组成部分。瑶族医药文化是生物多样性

与文化多样性的产物，丰富的生态提供了生物

多样性的生存条件。瑶族的生态观还体现在对

水源、长山等保护中，并通过石碑制度等习惯

法、村规民约维护传承。现代化发展道路走的

是绿色发展道路，生态环境是瑶族美好家园建

设和和延续的基础。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生

态就是保护我们赖以存在的家园。过去瑶族人

在迁徙困苦中“求生存”，现在安居乐业后

“求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迈向新台阶》中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这个体系有 （1） 加快建立以生态价值

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2） 以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3）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

（4）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 （5）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

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18]。
可见，构建瑶族社会生态文化体系，在乡村振

兴中瑶族地区产业化走绿色生态之路，顺应历

史潮流。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现代化、乡村振兴离不开生态文明建

设。改善瑶族乡村生活方式，传承和加强瑶族

乡村生态价值意识教育，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动员瑶族群众参与环境保护，通过创建文明生

态村，发展农业、精准扶贫，提高生活品质，

从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推进瑶族乡村绿色生态和谐有序发展。以瑶族

生态文化模式为生态文明制度构建提供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瑶族在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也应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发

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发展格局理论指

导下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2017年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

程，体现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

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体现绿色新发展理念，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

特征，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2021年中央下

发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

提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19]。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之一。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积极的生态文化推

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良的生态文化阻碍生态

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

念，为我们构建生态文明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

围和政治保障。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20] 传承瑶族医药、生态文化，

建设瑶族生态文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瑶族

经济，保障我国生态文明总体目标的实现。

2. 发展瑶医药浴产业是实现瑶族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使得以长寿、健

康、生态、绿色等元素为基础的康养文化资源

正在成为许多地方社会发展的新名片、新资

源。瑶族作为长寿民族，生性乐观、遵循自

然，积淀丰富的地方性医药知识，千百年来形

成丰富的养生文化，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中，发展生态经济、大健康产业是瑶族乡村文

化振兴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生态旅游扶

贫是自然资源禀赋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

特别是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举

措，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是精准脱贫的硬性考

核指标。例如巴马瑶族自治县以“世界长寿之

乡”的资源优势，发展康养生态旅游，以瑶浴

等瑶医药大健康产业，带动瑶族地区经济发

展。

3. 传承瑶医药浴文化的方式

国家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瑶族药浴疗法”等瑶族传统非遗项目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文化的传承提

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除此，需要重视传

统瑶医传承人的培养和普及瑶医药文化和相关

知识。传统的家族传承和师承方式，由于各种

原因，导致传统瑶医式微，这需要增强民族文

化自信，增强本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认识到本

民族文化的传承使命，加大瑶医药学的保护和

传承。另外，需要中医技术下乡，对瑶医学进

行理论化的整理。另外，不可忽视语言在文化

保护中的作用，市场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导

致瑶语使用大大减少，传承模式和语言文字限

制瑶医药的保护和发展，由此需要加大瑶语的

保护与教育，提高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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