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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中醫幾千年來先賢累積許多中醫藥的寶貴經驗和理論知識，而歷

代中醫藥典籍，則收載了這些古代醫藥專家寶貴的臨床經驗及智慧結

晶。中醫典籍是臨床的寶庫，也是研究的珍貴資料，但中醫典籍源遠

流長且數量眾多，各家思想體系，固屬不一而定，立論學說亦有所不

同，又因於年代變遷，醫古文文言語彙，已成專門學識。初學中醫藥

者，面對深奧難懂之古籍，每每有不易瞭解，不得其門之苦。 

大陸1982年衛生部《中醫古籍整理出版規劃》訂定的十一部「重

點中醫古籍」，包括「《黃帝內經素問》、《靈樞經》、《黃帝內經

太素》、《難經》、《神農本草經》、《傷寒論》、《金匱要略》、

《脈經》、《針灸甲乙經》、《諸病源候論》、《中藏經》」。其中

《華佗中藏經》相較於其他十部，研究成果不多，因此選定此書做為

研究題材。 

傳統中醫古籍撰寫方法，平鋪直述，立論學說隨作者的主觀見



解，如行雲流水般的闡述己見。在引用古人論述時，除了本草書籍外，

一般臨床醫籍常沒標記出典，而讓讀者不知出自何家之言，查尋溯源

困難，難以釐清。又因古代以儒家學說為主，著書者沿襲儒家尊古崇

古思想，對古人論述進行比較批判者較少。撰寫格式如天馬行空各自

發揮，但常有前後論述常主從不明，飄浮不定的現象。讀古醫籍時為

了要整體完整的理解，且達到提綱挈領，需熟讀深讀，下很多工夫，

才略有所成。 

現代對於中醫古籍專書的研究，一般以作者、校讎、勘誤、文字

註解、譯文為多。本研究用程式搜尋歸納分析，把中醫古籍專書的研

究工作，推上更進階的研究領域，希望以本書研究為例，達到更深入

更有效率的成果。讓後學者能輕易深入其境，窺其津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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