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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华文化共生息、共盛衰。
但时值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逐渐减弱。
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也渐行渐消，打着深刻文化烙印的中医学也受到强烈：中击。
在本书中,刘理想博士回顾了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剖析了中医“边缘化”、”失语”的深层内涵。
呼吁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多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养分。
更提出了“复兴中医文化”的时代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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