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刊修養齋先生針灸電子書序言

修養齋先生是在民國 40～60年間，著名的台灣針灸四大家之一，其以飛經走氣手法著稱，他原籍河北，

從王錫紱老師學習授內科、婦科（中醫經典內、難二經及傷寒論），並因為父執輩與朝廷的淵源，在一個機

緣下，成為清朝御醫康茲賡的入門弟子，授予針灸科，後又得針灸國手苑春英真傳。

這次我們重刊修養齋先生出版針灸的相關教材與絕版書籍，共有二本，我們將之製作成三本電子書。

 第一本是 民國 49年( 西元 1960 年）於台北所 出版的『修氏針灸全書』，這是修養齋先生根據上述多位

針灸老師所授，及他歷年臨床經驗所得，以及古籍記載中可以參證的內容，整理而成的一本針灸全書，內容

包括：鍼學篇、灸學篇、經穴篇、治療篇，是一本綜合性全面性的針灸書籍，也是當初修養齋先生在各處開

班講學所用的講義教材。本書目前已經絕版，無法購得。

第二本是民國 57年（西元 1968年）於台北出版的『古法鍼灸精義』，這是修派飛經走氣的基礎理論與精

華，此古典針灸，與其他刺法大有差別。修養齋先生的針灸技藝師從於康滋賡先生，康師所授針灸科，乃是

習於古法。修養齋先生對此一古法針灸深感興趣，積數十年之研究，精心學習，始有心得。修養齋先生特將

康師所傳秘訣，及數十年之經驗，寫成此書，把我國古法針灸原理，真傳實授，貢獻於世。內容包括古法針

灸天盤八卦，及六十四卦起原圖，並著出十六種針灸手法，皆為八卦陰陽之理，補瀉手術秘訣，及施針過關

之真功。本書也早已經絕版，目前無法購得。我們將其原版講義掃描後製成 PDF電子書。

 第三本乃上述『古法鍼灸精義』書籍的打字版電子書，我們將這本書重新打字校稿後，製成 PDF電子

書。這是我所認為的非常具有黃帝內經色彩的針灸手法，可以與黃帝內經互相輝映參考。

修養齋醫師的著名弟子有：修德祥、黃宗佑、鍾永祥、黃美涓....。其中鍾永祥醫師更是影響現代台灣

針灸界的發展，有非常多的台灣中醫師都是師從於鍾永祥先生，形成一股台灣針灸界的中流砥柱，這都是修

派針灸對台灣中醫的影響與貢獻。

 西元 2013年 6月 15日

台灣當代針灸的數位典藏計畫主持人陳擎文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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