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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中醫藥典籍浩瀚博大，是幾千年來歷代醫者的經驗學思，
也是中醫的精髓。在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的指導、贊助
下，過去幾年，台灣學者共有六十二篇有關中醫藥典籍的研究
發表。其中，主要從搜尋整理傳統典籍，整理與現代醫學之異
同著手，也著力於典藏及搜尋方法之數位化，各種主要疾病之
治療彙編等等。 

雖然典籍是學習及研究中醫的瑰寶，但因為時空環境不
同，吾人在研讀典籍時應注意現代疾病分類與症狀描述，有時
不全然等於典籍上的記載。現代醫學診斷依賴病史、理學檢
查，與中醫典籍類似，但實驗室檢查及組織病理切片在中醫典
籍則缺，因此，吾人在援引典籍執業或學習時，應該注意中西
醫疾病診斷定義之異同，並小心排除類似症候之鑑別診斷。 

中醫典籍的整理，是研究中醫的基礎，也是學習中醫的起
點，但絕不是發揚中醫的終點。從科學研究的角度再看，後代
學者需秉持懷疑論及否證學的精神，不斷驗證、改良，則中醫
研究才能更精進，更造福人類健康。 

個人從事中藥臨床試驗及實證醫學研究多年，深深覺得中
醫藥研發之未來亟需： 

1. 執行高品質之臨床試驗以驗證療效及安全性 



2. 主管機關應放寬臨床試驗審核標準，不應只限固有成
方； 

3. 更重要的改革是早日開放西醫師合理規範下使用中
藥，以促成中西醫交流及整合。 

 

（本書出版機關：行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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