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海拾贝
责任编辑：辰 希 本版邮箱：mzyyb6b@126.com
2025年6月13日 ·9·

壮医药在壮族的发展历程中应运而
生，薪火相传，并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壮医
药文化。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医医
院（柳州市壮医医院）以壮医药为支点，
不断砥砺前行，取得优异成绩。

因势而谋建阵地，让壮医药在立院
强院中发展

在最新全国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
考核中，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壮医医
院）连续两年荣获 A+等级，进入全国
5%。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彰显了医院
卓越的综合实力，更是医院在推动壮医
药事业发展成果的有力见证。

高位推动搭平台。医院于 2021年
挂牌“柳州市壮医医院”，成立“全国名
中医黄瑾明学术传承与创新工作室”，并
设立“广西黄氏壮医针灸流派传承工作
室”工作站，成为柳州市最大的综合性现
代化少数民族医医院。同时，医院与柳
州市柳北区政府合作成立“中医药壮瑶
医药研究所”，聚焦前沿医学研究，为壮
医药可持续发展夯基垒台。

创新机制强保障。医院成立壮医药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制定壮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将壮医药纳
入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并纳入绩效
考核，持续加强管理机构建设，有效激发

壮医药发展动能。陆续成立治未病中
心/少数民族医学科（壮医针灸科）、内外
科外治中心，全院推广少数民族医药、壮
医药综合疗法。牵头设立广西壮医医疗
质量控制中心分中心，推动壮医药标准
化建设和质量控制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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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享惠民生，让壮医药在民族
团结中壮大

近年来，医院扎实推进医联体和医
疗集团建设工作，先后与 5家少数民族
地区县域中医医院结为紧密型医联体，
覆盖 26家医共体单位，有力弥补了中医
药服务体系的短板，让当地群众看中
医、吃中药，看壮医、吃壮药更普及可
便，有力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目
前，医院壮医特色诊疗技术已拓展至 13
项，制定了 3个临床路径病种及 5个优
势病种诊疗方案，累计服务患者超 23万
人次。

持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幸福感”。
自 2018年来医院在全区率先推出中药

免费送上门服务，覆盖柳州市市区及所
辖各县、乡镇，共服务患者近 70万人次，
获得广大市民的好评。此外，为让百姓
用上更好的壮药，积极开展质量标准提
升工作，20余种壮药制剂通过补充申请
批件，“红花通络口服液”等 4种药入选

“桂制剂”目录，有力推动壮医药制剂品
牌建设，助力壮医药的产业化发展。

壮医药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医院启动中医药文化传播行
动，积极开展海外中医药项目合作建设，
联合打造海外中医特色专科，建立中国
—新加坡体质管理平台和技术研究基
地。充分发挥全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作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医
故事”。派出 16名壮医药专家赴外援助
交流。

近年来，柳州市中医医院以壮医药
为纽带，通过技术融合、人才培育、科研
支撑及政策协同，构建了壮医药发展的
立体化体系，串联起文化传承与医学创
新的时代命题，成为少数民族医药传承
与创新的生动典范。下一步，医院将大
力发展壮医药事业，让健康成果惠及各
族群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少数民
族医药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黄子秦 董文平）

壮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柳州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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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大智慧与大健康”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大健康”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在追求健康的过
程中，不少人也陷入了一些误区，这些误
区不仅不能带来真正的健康，反而可能
损害身心健康，出现“小聪明”误导“大智
慧”现象。本文将“大智慧”置于“大健
康”生命哲学的范畴去考量，旨在对生命
本质、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身心运作规律
的透彻洞察，让健康超越表面的养生之
术，升华为一种身心和谐的生命状态。

智慧认知：突破健康认知的局限
传统的健康观念里，人们往往容易

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定式，
过度依赖医疗手段，却忽略了身体作为
一个有机整体的系统性并具有强大的自
愈能力。而大智慧倡导的是一种“整体
观”，是中医所秉持的“治未病”理念，它
注重从生活方式、情绪管理、能量平衡等
多个维度去审视健康问题。

以压力管理为例，当下，普通人可
能只会通过娱乐方式来暂时缓解压力，
而具备智慧的人则会深入探究压力产
生的根源——究竟是欲望与能力之间
的失衡，还是对“自我”的过度执着。正
如庄子所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只有摆
脱外物对心灵的束缚，才能从源头上消
除焦虑的产生机制，这才是真正的“治

本”之策。
现代心理学中的正念疗法，其实与

东方智慧不谋而合。通过培养对当下的
觉察力，人们能够打破传统思维的惯性
模式，不再盲目地被情绪所左右。这种

“观照”的智慧，就像是给心灵安装了一
个“杀毒软件”，能够及时识别并清除那
些破坏健康的心理病毒，达到“心主神，
形安康”的最高养生境界。

生命哲学：构建健康的底层逻辑
大智慧蕴含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

知，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维度：
1.辨证看待“生死”
儒家倡导“未知生，焉知死”，强调要

活在当下，用心去创造生命的价值；道家
则提出“齐生死”，认为生死不过是自然
循环的不同阶段。这种对生死的豁达认
知，能够让人摆脱对衰老和疾病的恐惧。
当我们不再将“健康”视为对死亡的抵
抗，而是看作生命自然流淌的过程时，就
会减少因焦虑而产生的内耗。病从心
生，亦从心治。

2.顺应“自然节律”
《黄帝内经》中强调“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里的“阴
阳”指的是自然规律，而“术数”则是适应
规律的方法，饮食与起居是滋养生命的
两大途径。现代人常常违背昼夜节律，

熬夜工作、过度依赖电子设备，这其实是
在用“小聪明”对抗“大智慧”。真正的智
慧是像植物一样，顺应四季的变化来调
整生活节奏——春天积极向外拓展，夏
天尽情释放能量，秋天开始收敛沉淀，冬
天则注重休养生息。这种与自然同步的
生活方式，能够让身体的免疫系统和生
物钟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

实践智慧：在生活中修心养身
大智慧并非只存在于哲学典籍之

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行动之中：
1.以“极简”应对复杂
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大道至

简。在物质极度丰富的现代社会，我们
的身体和心灵都面临着过度负荷的问
题。通过简化饮食（如践行“饥不择食，
不饥不食”原则）、简化欲望（减少对物
质的过度追求）、简化关系（远离消耗性
的社交），我们能够减轻身心的负担。就
像日本作家枡野俊明在《心灵的栖居》中
所写：“真正的富裕，是让心灵有呼吸的
空间。”

2. 在“行动”中体悟智慧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笃行致远”，

强调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智
慧。例如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方
法，并非仅仅是肢体的运动，更是一种

“以动求静”的心身修行方式。在肢体保

持稳定的状态下，心灵得以专注，从而达
到“形正则气顺，气顺则神宁”的境界。
这种在行动中培养的专注力，能够提升
身体的自愈能力，正如哈佛大学的研究
表明，专注当下的人，其炎症指标会明显
低于焦虑者。

3.用“利他”升华生命
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指出，

利他行为能够极大地提升人的幸福感。
当我们将关注点从“自我”转向“他人”
时，就会突破个体的局限，获得更广阔的
生命视野。就像特蕾莎修女所说：“当你
为别人付出时，你会忘记自己的痛苦。”
这种无私的智慧，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
促进多巴胺等“快乐激素”的分泌，从生
理层面改善健康状况。

大健康是智慧生活的自然结果
当我们真正领悟了“大智慧”，就不

会再把健康当作一个需要刻意追求的目
标，而是会将其视为一种智慧生活的自
然流露。就像一棵树，只要它扎根于肥
沃的土壤，顺应阳光雨露的滋养，就能自
然地生长得枝繁叶茂。人的健康也是如
此，身体健康是根，心灵健康是魂。当我
们以智慧的眼光看待生命，以豁达的心
态面对得失，以顺应的方式调和身心，

“大健康”就会如同春风化雨般，悄然融
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 广西中医药大学壮医药学院 韦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