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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塞 拜 疆 的 医 学 历 史

悠久，其根源可追溯至几

千年前。阿塞拜疆的医疗

史几乎与古埃及和苏美尔

的一样源远流长。因为医

疗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

出现的，而在阿塞拜疆高

度发展的文明至少在公元

前4世纪就存在了。位于

戈尤尔特彼、明盖恰乌尔

和汗拉尔地区的阿塞拜疆

首批农业定居点正是从那

时候开始的。远在那个时

候当地的医生就能够进行

很复杂的外科手术了。在

阿塞拜疆出土的公元前4

千年的有环锯痕迹的人类

颅骨可以证实这一点。顺

便提一下，古埃及最著名

的医疗文献（医用纸莎草

纸 ） 的 出 现 还 要 晚 一 千

年。

阿 塞 拜 疆 的 医 学 发 展

史可以清晰地分为4个时

期：原始时期、古希腊时

期、中世纪伊斯兰时期和

现代。在本文中我们将简

述一下前面三个时期。

巫术与最古老的医术。

在 史 前 时 期 ， 古 代 阿 塞

拜疆的医疗形式是民间医

疗 ， 医 治 经 验 靠 口 耳 相

传。在远古时期，医药治

疗是由巫师、祭司和最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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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堂在阿塞拜疆医术中起到了特别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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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医生来完成的。治

疗 方 法 主 要 是 法 术 和 巫

术。阿塞拜疆人和其他突

厥民族的祖先称巫师为"

伽穆"或"卡穆"（来源于"

跳神作法"一词）。巫师

给病人治疗时会唱专门的

音乐、跳专门的舞蹈（"

跳神噢咿努"），并采用

心理疗法（心理暗示、催

眠）。采用心理疗法时，

巫师使用各种各样的管弦

打 击 乐 器 ， 包 括 萨 满 铃

鼓。如今西伯利亚和阿尔

泰山区的一些突厥人还保

留着类似的治疗方式。

早在古代，阿塞拜疆人

的祖先--奥古兹突厥人，就

使用野生植物治病。有种

突厥药名叫"欧塔"（意为"

从草中提取"）。民间的医

生是医疗知识和传统保护

人，被称为"欧塔奇"，意

为"草药学家"。在突厥英

雄史诗"我爷爷格尔古德的

书"中描述了用草药医治受

伤的士兵的情景："山花和

乳汁会让你痊愈的--格尔

古德说道。他说这话的时

候，40个身姿绰约的姑娘

跑过去摘山花。。。她们

把山花和乳汁搅拌混合，

敷在年轻人的伤口处。。

。再把他交给医生"。尽

管这部史诗首次记录于中

世纪，但他讲述了远在伊

斯兰时代之前的阿塞拜疆

民族多教派的历史。

阿塞拜疆的突厥人敬重

植物、视植物为神灵，普

遍对水神、草神、树神进

行祭祀仪式。奥莲被认为

是至高无上腾格里汗的妻

子，相当于女神。她是医

生、产妇和小孩子的保护

神。在初春时节，突厥人

为纪念这位女神而举办隆

重的庆祝活动，他们烧掉

艾蒿和其他的药用植物。

在远古时期，突厥人相信

小孩的灵魂在植物或花朵

里萌芽，然后才转移到母

亲的肚子里。史诗传说中

的英雄、巫医格尔古德在

一个神话中这样述说自己

的身世:"我从一朵花里落

到了母亲的肚子里，我就

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药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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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这个灰色眼睛的姑

娘蒂娃（超自然的神奇生

物）的肚子里出生了。"

（1）

苏 美 尔 的 遗 产 。 早 在

公元前3-2世纪，古代阿

塞拜疆人就同古苏美尔人

和阿卡德人建立了密切联

系。在这段时期内，在阿

塞拜疆的南方出现了一个

强大的部落古迹亚民族联

盟，在整个梅日杜列奇耶

地区（河间地带）统治了

一百年。在这一百年内，

古阿塞拜疆的部落住民和

美索不达米亚住民积极开

展了文化交流。在这段时

期内，古迹亚民族贵族熟

识 了 古 巴 比 伦 的 医 术 文

章，古巴比伦人使用阿塞

拜疆高山草地上的药用植

物。

公元前3-2世纪哪些药

用植物在阿塞拜疆很受欢

迎 呢 ？ 那 时 候 的 药 品 可

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从底

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

间的河间地带（梅日杜列

奇耶地区）进口到阿塞拜

疆的药草、矿物、药用动

物器官。另一种是阿塞拜

疆当地人自古以来常用的

药用植物。我们来简单说

一说从梅日杜列奇耶各国

贩到阿塞拜疆的药品。那

时候的医生常用松针和枞

树叶来做热敷药膏。人们

认为这种药膏能吸脓，使

伤口愈合。芦荟、石榴和

黑天仙子也被用于医疗方

面。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用法纳特的皮、花和根煎

的药汤能治疗腹泻。值得

一提的是，石榴皮至今在

阿塞拜疆的民间医疗中也

是这种用途。番红花在阿

塞拜疆民间医疗中的广泛

使用也是起源于古苏美尔

和古巴比伦的医学。番红

花作为一种补品，可增进

食欲。（2，第445页）

古代阿塞拜疆人还从苏

美尔进口芝麻油。就连芝

麻的现代学名"Sesamum 

indicum"也是源于苏美尔

语的"shem-shem"或"sem-

sem"。（3,第35页）芝麻

被用作轻泻剂和止血药。

阿塞拜疆还从梅日杜列奇

耶进口海枣果，果核用来

防 治 肠 虫 。 洋 葱 科 （ 大

蒜，洋葱，韭菜）在治病

健康
药店.中世纪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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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用的很多。它们被磨

成 粉 或 做 成 药 膏 ， 用 来

防 止 皮 肤 和 软 组 织 被 病

菌感染。在整个近东地区

包括阿塞拜疆，伞形科植

物（香菜、茴香、莳萝）

和十字花科植物（包菜、

芥菜、萝卜）在医药方面

都广泛使用，它们的主要

功效是增进食欲、促进消

化。用于医疗的还有豆类

（豌豆、扁豆）、禾本科

植物（大麦，小麦）以及

亚麻和芝麻。（4）

拜火教徒的医术。有关

古阿塞拜疆的药品和医术

的资料都保存在阿塞拜疆

与伊朗民族的古文物中，

即拜火教徒的圣书–"阿

维斯陀"（波斯古经，公

元前1000年）。在评价阿

维斯陀经在我们的文化中

所起的作用时，应当要记

住的是，阿塞拜疆曾是拜

火教的宗教中心之一，拜

火教的最高等教堂"阿塞

古什纳斯普"教堂，作为

全世界的琐罗亚斯德（古

伊朗拜火教的预言家和改

革者）的追随者心目中的

梵蒂冈，就坐落在阿塞拜

疆的南方城市各扎卡（希

丝）。几乎所有的古代资

料和中世纪的资料中都称

阿塞拜疆是预言家琐罗亚

斯德的祖国。譬如：著名

的 阿 拉 伯 历 史 学 家 雅 库

特•阿尔•哈玛菲（1179-

1229 年）曾经写过："乌

尔米耶-阿塞拜疆的大古

城 。 经 证 实 它 是 拜 火 教

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的家

乡。。。希丝是阿塞拜疆

的一个地区。那里有座很

受人尊敬的拜火教神庙，

从这个神庙里拜火教徒把

圣火传播到了东西方。根

据其他资料记载，希丝曾

经有座很受敬重的阿吉尔

王的拜火教神庙，一代又

一代的国王就是从在那里

登基的。"（5，第12、28-

29页）

从 阿 维 斯 陀 里 可 以 发

现，早在公元前1000年古

阿塞拜疆人对解剖学就有

了一定的认识。那时候脊

柱被认为是"生命的支柱

和发源地"，从那里面产

生精子。骨髓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人们认为骨髓

里是生命的发源地。阿维

斯陀经书中的医学，讲的

就是怎样保持身体健康。

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心理疗

法 、 草 药 疗 法 和 外 科 疗

法 。 阿 维 斯 陀 中 这 样 写

在中世纪阿塞拜疆有关于疾病和药品的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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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生有三样武器：

语言、草药和手术刀。"

最厉害的医生用话语和暗

示就能治病。（6，第47

页）

根 据 阿 维 斯 陀 一 书 所

说，世界上第一个医生是

特里塔。这位医生发明了

世界上第一种解毒药和其

他一些药物，并研究出了

一些基本的治疗方法，包

括外科治疗。据说，善神

阿胡拉•玛兹达（即光明

神奥尔穆兹德，拜火教的

最高神）从天上赐予这位

医生10000种生长在永生

树周围的药用植物。除了

以前生长在永生树周围的

药用植物。除此之外，特

里塔医生还是最早尝试哈

欧玛的人之一（哈欧玛：

仪式上用的一种醉人的饮

料）。因为哈欧玛被当作

是生命和健康的源头，所

以 第 一 个 尝 试 哈 欧 玛 的

人，就被认为是第一位医

生。

据说，"哈欧玛"(至今

没 人 知 道 它 究 竟 是 哪 种

草）这种神奇的植物只生

长在阿塞拜疆。9世纪的

中亚学者阿布•列汗•必

鲁尼这样记载道："大家

都认为这是一种没有茎的

植物。它生长在阿塞拜疆

很偏避的无人能到达的地

方。（7，第873页）提醒

一下，"魔术师"在古阿塞

拜疆不是指巫师或术士，

而是米太（伊朗境内的古

国）部落的拜火教祭司的

世袭阶级，而且他们也会

治疗疾病。

治 疗 费 。 古 阿 塞 拜 疆

的圣书中明确了医生和病

人的关系以及治疗费用。

在阿维斯陀中指出医生提

供怎样的服务可以得到怎

样的报酬。古时候还没有

钱，所以人们用各种各样

的实物支付医疗费。很有

趣的是，决定费用的多少

时还会考虑到病人的物质

条件。中等收入的家长用

一头家畜（牛、羊）支付

一次外科治疗的费用，而

同样的治疗，贵族人家会

给 一 辆 四 马 马 车 作 为 酬

劳。妻子的手术费也取决

于丈夫的收入情况：有的

付给医生一头母驴、或者

一头牛、马、骆驼。

疾 病 的 预 防 。 当 人 类

对 细 菌 还 一 无 所 知 的 时

候，阿塞拜疆人已经对看

不见的病原体有了初级的

表示方法。人们认为，最

细小的治病微粒是由恶神

安 格 拉 • 曼 纽 （ 即 阿 里

曼，古波斯宗教中的罪恶

之神）创造并传播的，他

创造了99999种疾病。所

以每个人都要像对付邪恶

一样和疾病、不卫生的习

惯等作斗争。拜火教徒高

度重视个人卫生。在公元

前4世纪，在阿特罗帕特

纳国（阿塞拜疆的南部）

污染水源、水井、河流和

土地是重罪，会被判处死

刑。政府官员密切关注环

境的清洁。为改善室内空

气质量、赶走污浊空气，

人们开始燃烧香料，如没

（mo）药和檀香，还有在

室内洒一点玫瑰，紫罗兰

等植物的香料。

尸 体 被 认 为 是 不 洁 净

的，因此禁止触摸。尸体

被隔离在名为"寂静塔"的

特殊墓葬建筑物里面，那

里只有带着特殊手套和布

面罩的祭司才能进去。这

样就限制了病菌的传播，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流行

病传染的几率。

东 方 医 学 与 希 腊 医 学

的综合。古阿塞拜疆的医

学对古希腊的科学发展产

生了影响。希波克拉底（

公元前4世纪）的关于世

界由4种元素组成（火，

气 ， 土 ， 水 ） 的 这 一 学

说，是从古阿塞拜疆人和

伊 朗 人 那 里 引 进 的 。 同

样，古希腊人引进东方民

族的一种思想，说的是人

体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粘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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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黄 胆 汁 、 黑 胆 汁 和

血）。后来这个理论就成

了著名的"盖伦体液学说"

。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

冯 • 格 留 涅 保 穆 ， 指 出

了拜火教在古希腊文明发

展中的作用，他写道，被

古希腊人与拜占庭人所接

受的东方智慧"是依靠全

人类的共识，首次被印度

人、波斯人和其他许多古

老的亚洲民族公认的拜火

教，人们相信其中科学发

展的程度蕴含着至高无上

的智慧及。"(8, 第94页).

古 希 腊 人 从 阿 塞 拜 疆

祖 先 那 里 引 进 了 许 多 药

物。在古希腊时代有不少

希腊医生在米太国（古阿

塞拜疆）工作。其中有埃

拉兹斯特拉特（公元前4

世纪），一位来自埃及城

市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医

生，他经常去大米太国的

首都埃克塔邦市，就是在

那里学习了古阿塞拜疆的

医学经验。就在亚历山大

里亚学院，依靠从东方民

族引进的医学经验，古希

腊 医 学 逐 渐 发 展 积 累 起

来。(9, 第164页).

举个例子，盖伦的药糊

（公元前1世纪），就是

草药、香料、葡萄酒和蜂

蜜的混合物。这些药糊糊

的雏形叫做"古瓦里世"—

在古阿塞拜疆、伊朗和印

度普遍使用的药品，后来

他 们 成 了 著 名 的 希 腊 医

生。(2, 第197页)

就这样，对历史资料的

分析证明，医学在阿塞拜

疆有很古老的根源。古阿

塞拜疆的医生不仅为东方

医学做出了贡献，也促进

了古希腊的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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