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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医药理论分化与新的学科体系建立以前，读经典无疑是学习中医药理论的唯一途径，随着当
代中医药新学科体系的建立，读经典的这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新的学科体系所替代。
因此，对当代人而言，之所以要读经典，我以为无非两方面的原因，即通过读经典来学习前人的经验
与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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