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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近50年，治愈无数骨伤病人
52味黎药集结成书，将老祖宗的技艺传承下去

黎医王永积：
一辈子干好两件事自从8年前做了脑动脉瘤介

入手术后，王永积记性越来越差
了。日常琐事常常转头就忘，过
往经历有时也会记混，甚至说过
的话也会重复几遍……很多事记
不清了，但那52味骨伤疗法的黎
药，他依然牢记在心。那些药材
的样子、名字、性味和功用，早已
刻在他的骨子里。

“长着成团小白花的，黎语叫
‘雅佛’，学名走马箭，我叫它接骨
草，舒筋活血，是治疗骨折的一味
重要草药。”王永积站在路旁，指
着30米远的一株植物说着：“这样
的常用药，见了快50年了，再远的
距离，只要看一眼就能认得。”

王永积是一位黎医，家住琼
中上安乡长安村委会招咱村，今
年68岁。他祖上三代都是黎医，
关于黎族骨伤疗法的传承，到他
这一代是第四代。2009年，黎族
骨伤疗法被列入海南省第三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
年，王永积获评黎族医药（骨伤疗
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他常说：“作为黎医，我要治
病救人；作为传承人，我要让老祖
宗留下的技艺传承下去。所以，
一辈子我就干好这两件事，一直
干到‘车跑不动了’的时候。”

南国都市报记者任桐/文
曹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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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代
都是当地“草仔医”

“我的高祖名叫王成轩，已经是清代上

安这一带非常有名的‘草仔医’。”王永积说

起高祖开创的跌打骨伤治疗法，十分自豪。

“草仔医”是当地方言，意思是“草

医”。草医以自然草木为药，擅长即时采集

鲜药治疗疾病。高祖之后，王永积的祖父、

父亲，一代一代子承父业，干一辈子“草

医”，与草木打一辈子交道。

到了王永积一代，也不例外。他从小

便跟着父亲上山。父亲采药，他拾柴。

腰间一个竹篓，篓里一把镰刀，有时是

路边，有时是溪旁，有时要深入到密林翻翻

找找……父亲一直忙碌着。小小的他好奇

地问：“这些草能治病吗？”

父亲拿着一片叶子说：“看，枝是紫红

色，叶子上有5条脉络，这个叫‘猜河开’（黎

语，学名‘毛棯’），可以消肿、止血、止痛。”

父亲不识字，却是一本黎药“活字典”，

每一种草药都在他的脑子里。一株一株讲

给王永积听，一年一年伴随着他成长。

1976年，19岁的王永积高中毕业返回

家乡，一边务农，一边跟随父亲学习黎族医

药知识。

“琼中山地多，山路难行，摔伤骨折时

有发生。伤者不能动，父亲就背着药箱子，

翻山越岭徒步上门去给人治伤。”王永积

说：“看着父亲这么辛苦，我就问他，从医这

么累，为什么还要做？父亲说，等你真正从

医就懂了，看到别人疼痛，无论如何都要治

的。”

几年后，王永积学有所成，开始独立给

人治病疗伤。他说，患者痛苦而来，慢慢地

不再痛苦，转而治愈，恢复正常生活，这个

过程，对于一名医者来说，是开心的，是有

成就感的，也是一种特别的幸福。

从医近50年
为采药奔波田间地头、深山密林

“受伤了，情况不同，治疗也不同。”王

永积说：“出血了要先止血，骨有错位要复

位，伤到筋了药里要加接筋药……我会提

前制作常用的疏通血脉、消肿止痛的外敷

药，再根据实际情况加对症的草药。”

外敷药制作分为捣药、炒药两个步

骤。用黎族人家舂米的桶，当作舂药桶，把

采来的草药放进桶里，以一根一人高、沉沉

的木杵，重重捶打草药，将所有草药捣成泥

状。支起铁锅，把捣烂的草药泥放到锅中，

文火翻炒，加一两烈酒，就算大功告成。

这一套流程看似并不复杂，而一帖药

的背后，往往要付出很多辛苦。

“要制药，就得先采药。常用治疗骨

伤的药材总计52种，根据习性不同分布在

不同的地点。”制药要先采药，说起采药，

王永积的话也多了起来：“入得大山皆是

药。在不懂的人看来，它只是草，而在我们

黎医看来，田边地头、林下沟边、山坡上、灌

丛中……都是‘宝贝’。”

采药几十年，对王永积来说，52种骨

伤药，大多数都可以在山上采到，个别几

种却难以寻觅。比如薄叶红厚壳，黎语叫

“猜悔”，生于山地疏林或密林中，需要深

入大山腹地才能寻到少量。

“有几次，我费了很大工夫，才寻到了

几株，就把它种在槟榔树下。结果，也很

难种活。”没办法，他只能一边冒着危险到

林中寻药，一边到市场高价购买这种药。

除了上山采药，王永积也会采一些不

易采摘的药材自己种。“现在到雨季了，我

也要开始种药了，早上趁着天晴上山，下

午赶下雨前回来种药。雨水多，药材更容

易活。”

采药，制药，治病疗伤，从医近50年，

王永积治疗骨伤的患者数量，早已数不

清。他不收诊费，不收治疗费，只收取少量

的药费。日子长了，他的名气也逐渐叫

响，甚至还有不少外地患者慕名而来。

出了一本书
图文并茂详解52味骨伤黎药

“有了它，谁都可以找到药，学会配

药。这样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

了。”王永积拿着一本《黎族骨伤疗法》，

一页一页翻看给记者看，透露着一份骄

傲，也有一份欣慰之情：“书里所有骨伤

疗法的药材图片，都是我去山上采药时

拍下，并整理出来的。”

书分三章，第一章概述黎族骨伤疗

法，第二章介绍骨伤治疗的草本植物，第

三章介绍制药过程和治疗方法。其中，第

二章内容最多，一页介绍一种药材。

“一个学名，一个黎语名。图片下

面是药材的形状、特征、功用介绍。”王

永积说：“以前，黎医都是口口相传，祖

父教父亲，父亲教我，都是用黎语教，没

有文字、没有图片，他们都是凭记忆去

教。我读了书，学了字，可以将这些内

容全部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的内容。”

2012年，王永积获评黎族医药（骨伤

疗法）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当年，琼中文化

馆老馆长找到他，希望他能把老祖宗留下

的东西整理成书，并留下一个相机。

从那之后，王永积上山采药时，总

把相机挎在胸前，每次都会对着药材拍

照。回来后，去照相馆洗出照片，贴在

笔记本上。制药时，他就让家人帮着

拍，记录制药过程。

数年间，王永积深入山区丛林，田间

巷陌，采集草药标本。2016年11月，这本

凝聚着黎族骨伤疗法智慧的书籍终于成

稿。书中共收集了52种药材资料。

王永积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

了解黎族医药，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能

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王永积看来，作为一名传承人，将

黎族医药骨伤疗法传承发展下去，是他的

一项责任和使命。他收了5个徒弟，有几

个已经可以辅助师傅制药疗伤了。为了

传承黎族医药（骨伤疗法）非物质文化遗

产，琼中不定期举办培训班，王永积都会

前往授课，并从中发现“好苗子”。

“受8年前手术的影响，我的记性越

来越差。”王永积说：“或许会忘记很多

事，但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山林间

的一草一木，那些我寻了半生的药材。”

王
永
积
正
在
制
药
。

《黎族骨伤疗法》收集52味黎药。

路边的草，对黎医来说是可以
治病的“宝”。

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