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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讨论了中医文化复兴之路,怎样复兴和为何复兴等基础性问题,分别阐述了中医文化复兴的潮
流、人与自然观的复归,现代科学激发中医智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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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祝世讷主编的《中医文化的复兴》是“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的第三卷，本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坚
持本书的研究性和学术性，突出“中医、文化、复兴”，立于21世纪的新高度，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和
总结中医文化复兴的形势、进展、成就，写出时代感和前瞻性。
总体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明确地回答了中医为什么复兴、怎么样复兴、复兴了什么、复兴成什么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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