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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传统医药的发展进程
段光辉 ?，郭志军 !，高秀梅 !，张伯礼 !

（?)越南；!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

摘要：越南传统医药起源于鸿庞氏时代，经过中国管辖时期，进入独立朝代的发展。在各个朝代，越南传统医药得

到广泛发展，并出现了诸多医家，留下了许多著作，使越南传统医药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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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传统医药起源

!"! 鸿庞氏时代 该时代是指（公元前 !EB@ 年—

公元前 !DE 年）。根据考古学，在凉山省、宜安省、清

化省、同奈河流域发现有类人猿化石；河南宁省、凉

山省、黄连省发现有类似人牙齿的化石。这就证明

几十万年前，在越南各个地方都有人类生活。公元前

!EB@ 年—公元前 !DB 年，越南民族会用火焚烧草

木，开始用刀石犁田种植、凿井取水。为了防止老虎

等野兽侵袭，他们开始用树木建房；为了遮蔽身体，

他们开始用树皮来做衣服；他们还用树汁来酿酒，

用生姜和盐作为调料，去肉食的腥味，用竹子盛糯

米来蒸饭。公元前 ???" 年越南人习惯吃楼叶、槟榔

和熟石灰，有防治疟疾和发冷发热的作用，用榴根、

紫梗和五倍子染牙防治牙病。在森林生活时，他们

吃薏苡仁，喝干姜汁防治疟疾和对抗潮湿环境，在

其他地方喝绿茶以解渴防病。公元前 % 世纪发现一

些草药，如豆蔻花、薏苡仁、石菖蒲、薯片等。《安南

奇略书》?D 卷载有木香、香附、降香、拜香、玳瑁、象

牙、犀牛、珍珠等。公元前 !DB—公元前 ?B@ 年，越南

人使用毒药箭等记载。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越

南人的祖先对药物有了最初的认识并开始使用。

!"# 中国管辖时代 从公元前 ??? 年—公元 @%E 年，

越南归中国历朝管辖。中国人带很多越南药回国，

如薏苡仁（由中国将军马园从越南带回中国）、使君

子（在 郊 广 种 植 ）、空 心 菜 、藿 香 、豆 蔻 、葛 根 、白 毛

香、槟榔、椰子、波罗蜜、苦瓜、南瓜、奇南等。另外，

这段时间有很多中国医生来越南行医，如董奉（公

元 ?EB—!!# 年）、林胜（公元 $B@—D"? 年）、陈修和

等医者记载，越南和中国在中医方面的交流已久，

中国的医药很早已经传到越南，越南也生产部分中

药。公元前 ! 世纪，中国人从越南带走部分药材如

龙眼、荔枝、石菖蒲等，公元一世纪，马园将军带薏

苡仁回中国。

# 越南传统医学在独立朝代的发展进程（从 !$ 世

纪到 !% 世纪）

#"! 越南医学在吴，丁，李，黎朝代的状况 在吴朝

（@%E—@#B 年），开始建立越南封建社会，各朝如丁朝

（@#E—@B@ 年），前黎（@E"—?""@ 年），李朝（?"?"—

?!!$ 年）政治统一，国内注重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

同时维持跟中国交往，常送给中国一些贵重的药

物，比如犀牛角、象牙、沉香等。

在吴、丁、黎朝，没有卫生机构，到李朝，越南已

经有太医厅，有御医经常为当时的朝廷和官员看

病，用汤药和佛珠等看病疗疾。

#"# 传统医学在陈代 在陈代（?!!D—?%@@ 年），

太医厅改称太医院，他们不但给朝廷和官员看病，

段光辉（?@#DC），男，越南河内人，

?@E@ 年河内医科大学毕业，在越南慧

静传统医学院任教兼门诊工作，?@@@ 年越南军医传统

医学总医院硕士毕业，!""" 年 @ 月赴中国天津中医学

院，师从张伯礼教授攻读中医内科学博士学位，!""% 年

博士毕业，长期从事心脑血管方面的临床、科研和教学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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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承担着管理国家医疗卫生的职责。越南有传染

病，朝廷派太医院发药给人民治病，?864 年，陈皇给

人民发钱和米以及药物。?46? 年，陈朝开始有选拔

考试，选择优秀的医生来太医院指导培训，太医院

收集和储藏药物给皇帝、官员以及军队治病。太医

院 组 织 上 山 采 药 和 种 药 ，到 来 安 子 山 、东 潮 、范 五

老、海兴省种药，以供军队药物之需。?864 年，陈浩

（越南皇帝）组织人民在各个地方种南药，沿江两

岸、寺庙以及各个农村都种植药材。在发展南药的

同时还发展针灸。周更医生用针灸救治越南皇帝陈

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周更是元朝军队的医

生 ，擅 长 针 灸 ，一 次 被 越 南 军 俘 虏 后 ，留 在 越 南 生

活。有一天，陈浩皇帝溺水后呼吸停止，在周更针灸

的治疗下，陈浩开始复苏。当时有很多医术高明的

医生如范公本（?4@A—?8?7 年）等，当时任太医令，

其职责除了保证皇帝和官员的身体健康，还给人民

群众治病。他自己出钱购买药品，建立病房，为穷人

免费送药、送米，以保证穷人基本的身体健康。慧静

即阮伯静，佛门中人。公元 ?@6? 年他著有《南药神

效》，记载了 7BB 味药和药方，治疗 ?A7 种病，分为

十科，有内、外、儿、妇科等。《南药国语诗》，包括药物

CB5 味，《直解指南药性诗》包括药物 445 味（?@?@ 年

和 ?@48 年）。还有《原板十三方加减》（?@48 年）等医学

著作。

!"# 胡朝、后陈、明蜀时代（?755—?74@ 年）的传统

医学 胡朝（?755—?756 年），许多诊所使用针灸治

疗 疾 病 。 后 陈（?75@—?7?8 年 ）、明 蜀（?7?@—?74@
年），属于明朝管辖。医生和著作：阮大能<京门海兴

人，专于针灸，著书《针灸歌赋》，里面记载了许多针

灸经验和一些穴位。武全珠，亦海兴人，?C 世纪写了

《针灸捷效》。李公俊，家住河北，写了《针灸捷效法》。

?A5C 年，李责如，山西人，著《灸法精微》。

!"$ 越南传统医学在黎朝 越南打败明朝以后<成
立了黎朝（?74A—?@AA 年），从此独立。在此期间，注

重发展医学和文化<经济也得到发展<国防巩固<而且

重新与中国交往。?7C@ 年黎皇帝派使者到中国，用

越南特产交换中药，他们重视健康和生命，撰写了

律法《红德律》，谴责不顾医德赚取钱财 （第 C7?
条），药量过大残害人命。规定卫生规则，严禁使用

迷药和毒性大的药物（第 748 条），严禁食用腐烂变

质的肉（第 745 条），主管刑事案件的法医则有《人

身检验法》。

?76@ 年，国家禁止用药物流产<避免产妇死亡。

?CAB 年，规定成婚年龄为男 ?A 岁<女 ?6 岁<避免早

婚。?6@6 年，淘公正写了《保生撮要》。?76@ 年早山

西省瘟疫流行，为了救济社会，黎皇帝出钱为人民

治病，派人照顾孤儿和老人。

朝廷的卫生机构有太医院，里面设有太医院大

使、太医院使、御医正、御医副、辨验、良医正、良医

副、医学训科等。在各个省有济生堂，负责给官员、

军队和犯人治病。卫军良医的任务是保障将士的身

体健康。在各个地方和中央都保存了传统医药，以

便给军队人民使用。每年都有医术高明的医生通过

考试选拔到太医院工作。在药物管理方面，禁止使

用盐硝做炮。?@?C 年，黎皇帝允许百姓自由买卖桂

皮，如果卖盐硝、红丹、红花、山生则需要交税。随着

医学的发展，后黎朝太医院编写了一部《医学入门

歌》，医生们常用古方治疗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

外科病。?@7@ 年，开始有医科考试和博士考试。

阮直，河西人，考中状元，为黎朝效劳，擅长给

小儿治病。?7CC 年编写《保英良方》。除了用药，书里

还记载了点穴治疗小儿疾病的方法。

黄敦和，河西人，?C88 年，越南流行传染病，他

救治了许多人。?C@7 年，朝廷的军队中流行霍乱和

疟疾，他也拯救了许多士兵。黄敦和著有《活人摘

要》，总结了大量药方和治病经验，如三黄丸（黄连，

黄芩，雄黄）对于治疗霍乱和疟疾也很有效。将军丹

和黑白锭（石灰、烟灰）可治疗烫伤和烧伤，水獭油

可治疗毒箭伤。在气功和保健两方面他编写了《静

功要诀》和《净心节育》。

阮道暗，河内人，黎朝国师，?6?B 年，他用大黄、

甘草煎水，用来治疗内热所致的目赤肿痛。

黎德望，河西人，在山南做官时，自一个中国人

处得到一本治疗眼科的书。他翻译了这本书，命名

为《眼科要略》，其中包括 @C 个方子，用来内服，还

有 ?5 个外用的方子，都是用来治疗眼病的。

黎有卓，自号海上懒翁，海洋省人，生于 ?@47 年

?4 月 4@ 日，87 岁从师学习医术，著《医宗心领》（或

称《懒翁医籍》）共 66 卷，包括医学理论和药物，目

的是为了流传后代，在越南尊崇他为“医祖”。书中

还包括医德、理论与实践、经典与民间经验、医药与

锻炼的方法以及治病防病等内容，这是越南传统医

学的“百家全书”。另外，他还从防病的角度写了一

本《卫生变诀》，内容有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保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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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卫生，锻炼身体，长寿养生。治病原则有：保存元

气、增强防病能力，祛除病邪、调合水火，补脏腑气

血等，虚火不要强攻，实火不要纵容。根据干燥和口

渴分为阴虚和实火。针对阴阳衰竭，创制了“交阴接

阳”，“交阳接阴”方药，还创制了“保阴方”，治疗“虚

脱”亡阴之烦躁，干渴，厥逆等症。对于外感病，黎有

卓认为越南多由湿热所致。由于越南气候和中国干

燥气候不同，与《伤寒论》论述不同，他总结了治疗

外感病的方法，写了《外感统治》，包括三法解表和

六法和里，主治外感病和温病。法一：和营保卫，散

邪法，治外感风热病；法二：凉血散邪，治外感温热

血虚；法三：调气疏郁法，治疗湿热积蓄。儿童病的

治 疗 ，因 其 脏 腑 娇 嫩 ，需 要 调 补 阴 阳 气 血 、调 补 脾

肺。药物上，黎有卓发挥慧静的传统，在 $?# 味药基

础上，又增加了 %"" 味，编写了《岭南本草》。他总结

了 ! """ 验方，著书《百家真藏》与《行简珍柔》，记载

了他创造的药方。《效仿新方》、《医训格言》、《医案

阴阳》、《珍玉格言》$ 书，总结了诊断和辨证论治，用

药治病的方法，记载病案的方法，特别是医德方面。

此人为越南的“大医家”。

阮尊，河静人，著有《南洋集要经元》，内容有关

新的辨证论治，因每个病分 $ 类，又称《四科神方》。

冯文童（@A@%—@A#% 年），河内人，太医院工作，

称御医副，著书有《普济集验》与《冯氏家传秘方》，

主治温病、头、眼、咽喉肿痛疾患，常用玄参、连翘、

黄芩、黄连、金银花、枸 杞 子 、升 麻 、葛 根 、川 芎 、赤

芍、甘草等。其治外伤，常用活血消肿药，包括大黄，

熊胆饮用或外贴。冯文昆（@A$%—@B!! 年），亦在太

医院工作，称御医副，著作为《医学验方》。

!"# 越 南 传 统 医 学 在 阮 西 山 朝 在 阮 西 山 朝

（@AB?—@B"! 年）越南传染病流行，太医院负责加强

防御感染传染病。在各个地方，成立南药局，各地良

医一起研究南药，其间流传下来的书有《南药指明

传》、《家传秘书》、《经验良方》等。

阮横，静化省人，当地名医，著书《南药》，其中

包括了 C"" 味草药和 @%" 味的鸟、鱼、矿物、土、水

等药物。根据民间经验，他还写了一部书叫《调药主

治》，根据症状治病。另外还有《雷公炮制论》，是用

国语诗歌的形式写成的。

阮世历（@A$B—@B@A 年），河西人，朝庭博士，在

太医院管理防御传染病的工作，@B@$ 年，他完成三

部书，分别为《料御方法全书》、《护童方法统录》和

《理阴方法统录》。

!"$ 传统医学在阮朝 阮朝（@"B!—@?"C 年）也有

卫生组织，将当时的各个省济生堂改名为良医厅。

国家有传染病的地方很多，当地的医生都要防治传

染病，比如瘟疫。太医院规定如何使用药物，如炮制、

检查、煎药等。太医院开始设有外科。为了培训医学

学生，开办医科学校，规定行医应该遵守的准则。

李桌如，河内人，著有《救法精微》，著于 @B"C 年，

内容主要是针灸治疗疾病。另一部书为《南天得宝

全书》，著于 @B@@ 年，内容除了基本理论，尚有 @" 条

为问诊内容，@" 条关于医生的行医道德，@" 条关于

病人的康复医嘱。@BA% 年，黎德惠调整了这部书，增

加了 #?! 味药，分类为风、寒、热、湿、燥、疮。关于治

病，还有 %C 种饮食治病的方法。

阮光量，著有《南药国阴集验》，还有简单的方

药，如眼睛疼用鱼腥草放在眼睛上来治疗，水肿喝

北五加皮汤。

李静合，河静人，其著作为《春廷医案经治证》，

他认为很多治病经验跟越南气候有关，如温疫用玄

参、生地、金银花、葛根、栀子；风湿病用豨莶草等。

阮廷，胡志明市人，著作有《渔樵医术问答》。

（收稿日期：!""C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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