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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傳承話無相-健康養生經濟學   王舜德醫師 

⺠眾對中醫之認知與就醫⾏為 

•中醫：能治本但效果慢，且治療時間長，對慢性疾病的療效較⻄醫好。 

•選擇⻄醫原因：中醫療效慢、⻄醫療效迅速、沒有可信任中醫。 

•選擇就診中醫原因：有助調理⾝體、副作⽤⼩ 

醫療服務利⽤～醫療費⽤點數佔率

 

醫療服務利⽤～就醫率 

 
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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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與成功老化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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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休閒活動設計與規劃 

活動環境建議：遮陰活動空間、早晨或傍晚涼爽公園 

活動內容建議：聊天會、成果分享會、戶外採集活動、盆栽式各類蔬菜或 

植物摘種、花藝設計，重點是加入節令、當季、懷舊的人 

事物之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教案：有提醒節令的農事活動、儀式活動參參與更更佳。 

尋找過往生活回憶，如童玩或食品。 

適合使用工具：壓力型噴水器、杓型粗握把的剷子、剪刀等輕質化工具， 

並需全程陪同，避免發生危險。 

個別注意事項： 

1、以小團體活動為主，因應個案必要時需醫護人員陪同 

2、活動時，請家人活平日照護者陪同 

3、注意老人家情緒，避免他的比較情緒 

 

 

     
    研討會報到實況        座長林宏任主任引言        與會人員實況 

 

              
         王舜德醫師主講             林宏任主任王舜德醫師會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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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第 1 屆第 3次會員大會 

   
 

    
                        會員報到實況            會後會員合影 

     
  陳坤堡會長開會致詞       張恆鴻院長致詞     學術委員-戴志龍醫師工作報告 

         
      陳博淵醫師致詞     秘書長-林炳彰醫師工作報告 常務監事-李文瑞醫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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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徵求論文摘要  

 

  
 

   
胡立國先生 錄取投稿 

(詳細刊物內容將於醫學會會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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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5.05 第 1屆第 7次理監事會議 
 

   
 

 

   
開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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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醫緣」帶狀課程        第二梯次 03/14~05/23 

第七堂 學習中醫的捷徑與法門          主講者：王舜德醫師主講 

 

•Connect the Dots 

你沒辦法預見每一個抉擇將如何聯繫，唯有多年後回顧，才可以看出它們彼此的關聯。 

碰到抉擇，不必過度分析，相信你的直覺，並且永遠不沮喪灰心。 

學習中醫的捷徑 

 做臨床？還是做研究？ 

 要有計劃有重點學習！ 

 主、次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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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中醫的幾個訣竅 

中醫之生命在於學術，學術之根源在臨臨床，臨床水平之高低在於療效。 

 

中醫養成訣竅 

不要把開方治病當成唯一手段，針灸中醫的保健養生，不要將養成時間放在畢業之後。 

 

讀書的訣竅 

治病經驗，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何者重要？ 

要熟讀幾本書：四大經典 

要備讀幾本書：醫宗金鑒、醫學衷中參參西錄、婦青主女科、辨證奇聞。泛讀一批書 

 

 

臨證的訣竅 

決定於辨證論治和遣方用藥高低 

 

                                      
        現場報到                     秘書長引言                 王舜德醫師講授 

 

                                      
          上課實況                    上課實況                       總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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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堂  經穴真意-腎(骨頭)兼論俞穴由來    主講者：王育徽 醫師 

 

何謂元氣導絡學？ 

• 元氣---元神的氣  

• 真氣---元神的氣進入人體之後稱為真氣。  

• 研究元氣如何導入體內，交絡編織出人體的學問，就稱為元氣導絡學。  

• 元氣鑽入體表的位置就是俞穴的穴位。  

「中府」 

• 中府撐起來，食道、氣管才會通，主動脈才會通，這都是中府在管。  

「雲門」 

• 「雲」在天地之間，對應人體天部（胸腔）和地部（脾胃）之間，指橫膈膜。  

• 「門」是打開的意思。雲門開，橫膈放鬆，肺才能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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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府、雲門的重要性： 

• 中府、雲門不開，人沒有辦法活。  

• 平時要挺胸，中府、雲門開，生命現象盛，全身細胞活化，體內體外的氣都在交會。  

穴位的疏通法： 

• 張俞穴張到全身鬆叫「官禪無用謂之大用」，讓元神氣完全進到身體裡面叫作「禪」。  

腎臟俞穴： 

• 如果使元神的氣能夠很順的進來，就能使俞穴發揮原本的功能，也就是能夠讓內臟發揮出

原本正常的生理功能；甚至透過俞穴的調理，可以使受損或生病的臟腑再回復到正常的狀

態。  

十二經絡拳： 

• 胃經：右手拇指內轉帶動身體轉 160 度，收左腳，左腳放直。  

• 脾經：左腳撇開，左手外挽、右手外挽，身後躺。  

• 心經：左手外挽、右手外挽。  

• 小腸經：外挽上架，兩手放腻後，腳尖著地，身體轉正。弧底來到聽宮穴，收氣。  

           
                現場報到                           王育徽醫師講授 

         
          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術科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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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堂  經穴真意-肝、心                 主講者：李文瑞 醫師 

 
學科：肝 

 
開門道：靈道、通里、魂門，輔佐穴位：歸來。 

活化肝功能：期門、日月，輔佐穴位：太乙、風池、建里、風市 

活化神經：章門、陽綱、青靈，活化膽：章門、風府 

青靈：肝氣不入，露在外呈青色，靈是元氣與肉體交流的能量 

 

學科：心 

開門道：神道、神門、神封 

強心臟：大赫、懸樞，輔佐穴位：歸來 

肺循環：陰市、氣戶、承山，輔佐穴位：肩外俞 

心循環：極泉、正營、勞宮，輔佐穴位：大赫、內關、歸來、偏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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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 

 

膀胱經：睛明到至陰 

 

腎經：湧泉到俞府 

 

心包經：天池到中衝 

 

三焦經：關衝到絲竹空 

 

 

                         
           現場報到                                李文瑞醫師/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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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堂  經穴真意-脾、肺                 主講者：陳南光 醫師 

 

學科:脾、胰、子宮 

開門道：通里、殷門、中封。  

意念：通天(通到元神)、大包、中都（免疫）、意舍。 

脾胰：內庭、巨闕、腹哀、大橫。 

子宮：帶脈、胞肓。 

消化：食竇(小腸乳糜管)、消濼、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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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肺 

風門：風，空氣的流動；風屬木，風門，管肺又可管肝。 

金門：金性的門，如鼻子、氣管、肺、肛門。  

陶道：氣管、支氣管。 氣舍：氣體交換的地方。  

申脈：走在跟金性有關的血管，特別是動脈。俠白：肺部收縮。 

滑肉門：肌肉縫能動。環跳：環狀者跳動。  

術科:十二經絡拳 

膽經：左手上提，頭一撇，撥膽經，沿膽經路線下到足竅陰。  

肝經：轉身不轉手，接肝經，絡陰器。 

（過乳中，過眼，外畫弧，轉手接氣，手肘後退，掌面下到腰際，拇指內轉帶動身體轉正。）  

         

             現場報到                              陳南光醫師/學科講解 

 

       

       學科上課實況                             術科講解 

   

                                   術科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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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堂 內經診脈法、面診               主講者：戴志龍 醫師 

 

大會朝宗 

脈為血腑，百體貫通，寸口動脈，大會朝宗。 

經曰：脈者，血之腑也。周身血脈運行，莫不由此貫通，故曰百體貫通也。 

診脈之法 

診人之脈，高骨上取，因何名關，界乎寸尺。 

註：凡診人之脈，令仰其手，視掌後有高骨隆起，即是關部脈也。 

醫者復手取之，先將中指取定關部，方下前後二指於寸、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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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有七診 

脈有七診，曰浮中沉，上竟下竟，左右推尋。 

浮者，輕下指於皮脈間所得之脈也。 

沉者，重下指於筋骨間所得之脈也。 

中者，不輕不重，下指於飢肉間所得之脈也。 

上者，兩寸也：竟者，即《內經》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 

下者，兩尺也；竟者，即《內經》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脛、足中事也。 

左右者，左右手脈也。《四診心法要訣》 

傳統把脈 

而傳統人為的把脈也是犯了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問題是每個人感受度的不同 

得神 

五官望診主要觀察的是形色，但是在形色之前，有一個比形色更重要的概念就是神 。 

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中庸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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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神 

帝曰：何謂神。歧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

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八正神明論》 

面部色診臟腑分佈圖 

 

以色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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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診 

路靜三更，聞蛙蛙叫」， 用耳朵直接去聽身體問題，聽別人心臟，可以直接把耳朵貼在

別人心臟後面聽。 

聽自己的體音 

聽自己的體音  聽內臟的脈跳 

   

                  現場報到實況                          戴志龍 醫師 講授 

 

                             現場學科上課實況  

 

                          現場術科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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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堂 血脈、氣脈、環脈              主講者：王育徽 醫師 

 

血脈 

脈為血府，百體通貫，寸口動脈，大會朝宗。 

脈是血液流通的管道，周身血脈運行，莫不由此貫通。此指的血脈並不是真正的血管，

而是讓血能流動的一股氣。 

氣脈 

元神氣由百會進入身體後，於全身繞行，將火氣送出體表後(以離心方式)，再從印堂流

回至元神。 

手底、腳底為火氣散最多的地方(沒有毛孔只有汗腺)，任何身體的位置，元神的氣沒辦

法過時會變硬，氣也是硬的，形成的高壓，可以在手的周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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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脈 

每個人都來自恆星，所以每個人都有太陽，元神就是太陽。胎兒在母親的肚子裡身體是

捲曲的，兩隻手在外面抱著，和元神軸垂直的就是赤道線，太陽的赤道線即為「元神環」。 

元神氣無法進到體內來，彈在外面，稱為「臟色外洩」，在中醫是唯一死症。身體的重

大疾病，多是元神氣進不到體內造成。 

元神氣進不來時，在元神環造成很大的震動，可以從環脈診斷，找到身體的障礙點，解

開此障礙點，使元神氣進來，就能變成活症。 

 

         報到現場                               王育徽醫師主講 

 

                                    學科上課實況 

   

                                   氣科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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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醫學會同仁，歡迎大家共同投入會

內刊物，讓刊物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不管

是生活的點滴、會內活動的分享，或者是想要

介紹最新、最特別的事物給大家，都歡迎您的

投稿，電子報必騰出大位來擺放您的文章! 

 

投稿信箱：cbxma.org@gmail.com 

徵稿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