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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都构成该地的风俗，适应这个 

习俗，心情便会愉悦，亦即适者生存，反之，自身容易 

嗔怒，他人认为是痴愚表现，所以，习俗养生是一种 

社会适应的产物，也是藏医药养生文化的特点之一。 

5． 影响 

13世纪之前 ，藏医药养生知识除和内地有所交 

流外，还和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养生知识有所交流， 

即所谓三流汇聚之产物。自13世纪喇嘛教(红教) 

主八思巴被蒙古帝国聘为国师后，喇嘛教随着蒙古 

大军在欧亚草原的驰骋，和藏医药养生知识一道也 

得到广泛传播。14世纪50年代，宗喀巴创立黄教， 

在养生知识的阐述方面也更加广博。16世纪，蒙古 

俺答可汗恭迎达赖三世到青海讲学，开始接受黄教。 

17世纪，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从天山北路入青海， 

受邀人藏杀灭后藏红教主藏巴汗，黄教班禅则迁入 

其地日喀则，从此黄教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一支独 

大，伴随黄教传播，藏医药养生知识也得到更广泛传 

播。初期游牧于漠北、西域的回鹘(回纥)人，其建 

立的回纥汗国在9世纪瓦解，此前他们信仰佛教，不 

知何时起渐渐信仰伊斯兰教，陆续有文献也别称其 

为回教，教徒称回纥、回回。13世纪，不知何因，回 

纥改称维吾尔。尽管如此，藏医药养生知识在西域 

以及中亚、俄罗斯的传播是肯定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因为藏医药养生知识本来就是三流汇聚的产 

物。在祖国各地和东南亚、东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 

地区，藏医药养生知识也有一定影响。 

6． 结论 

中华各民族在长期发展历程中都积累有丰富的 

养生保健知识。藏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因其在特殊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获得，所以更具有特点。其中 

高原养生、心态养生、风俗养生的特点更加显著。在 

世界各地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入发掘、弘扬青藏 

高原这块神奇之地产生的藏医药养生文化，对打开 

中华养生文化宝库，推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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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出版 

廖育群先生新著《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一书于 

2012年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廖育群先生认为，自古相传的“中国传统医学”可以区分为“正统”与 

“边缘”。“正统”以官医系统为代表，而草泽医人则属于“边缘”。 

《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一书，从权力、太医、医学 

分科、医学教育、文献整理，以及汉代王侯墓葬中的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宫廷 

医学等几个方面，就古代官医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正统体系”的构建进行 

了分析和讨论。至于属于草泽医人的“边缘”则是此书的姊妹篇，也是作者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学派与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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