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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于行政系统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财政 

的资助。所以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培训 

班，难以为中医救亡斗争提供有力的支持，更不可能 

从根本上改变中医恶劣的生存环境了。 

3． 结语 

近代以来，特别是庚子国难后的30年内，民族 

虚无主义风潮盛行，许多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 

括中医学在内也持有极端否定的态度。中医之所以 

在当时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能够得以保存 ，经济 

因素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医药自身的经济价值、 

社会各界对中医的经济支持，在中医救亡斗争的胜 

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由于经济因素的制 

约，民国中医界在教育、临床和行政方面的种种努力 

处处受到限制，中医的生存和发展极为困难。民国 

中医前辈能够克服万难，保持和继承中医命脉，并在 
一 定程度上发展中医，永远值得后人的景仰。 

分析经济因素在民国时期中医救亡斗争中的作 

用，对当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中医与国计民 

生息息相关，充分发挥中医防治疾病的优势和作用， 

对于保障国民健康，促进我国医疗改革，控制不断上 

涨的卫生总费用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药从种 

植、炮制、制炼到销售的全过程形成了产业链，中药产 

业是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中药发展相得 

益彰。把中医药事业当作国家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 

重视并妥善处理中医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才能促进 

中国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当今中医药面临的发展 

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中医药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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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民先生著《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出版 

李建民先生著《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一书，已于 2011 

年 3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李建民先生此书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对历史文献 

史料的梳理，李建民先生认为，中医外科的身体观是“肌肉”身体观，“局部 

的热”是中医外科的生理及病理核心观念。中医与西医的最大分歧是中医 

外科的“内科化”。因此，其在书中就中医外科的分流，中医内科的扩大化， 

以及外科“内科化”的原因及历史过程进行了剖析。并分析了中医外科的 

治疗方法和特色。 

此外，李建民先生还在书中论述中医外科的治疗方法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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