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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癌症，

從西醫觀點來說，是惡性細胞不受控制地增生；

在中醫角度來看，

則是身體長期累積太多毒素壓力所導致。

要治療癌症，除了要消除腫瘤細胞，

最重要的是要調節身體機能。

中醫運用老祖宗的千年智慧，

「四診」——望、聞、問、切；

「八綱」——寒熱、虛實、陰陽、表裡；

發現身體病灶，並佐以針灸和處方用藥，

與西醫互相結合，

理氣散結，截長補短，啟動身體修復系統。

病患在接受西醫治療的過程中，

不但舒緩痛苦，並為身體復原打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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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被宣判得到癌症的那一剎那，

在無法相信或茫然失措的心情

後緊接而來的，「第幾期？」、

「有沒有救？」常常變成內心最深的恐

懼，這時出於求生的本能，除了西醫正

規的療程，有部分患者會尋求坊間各種

療法，只希望能重拾健康、延長生命。

其實，中醫在治療不同歷程的患者身

上，不斷地在主要角色或輔助角色之

間發揮功能，這個幾千年歷史的傳統醫

學，也幫助許多病人用另一種方式來治

療和看待癌症……

癌症末期  中醫治療穩定身心

美如在五年前被診斷出罹患鼻咽癌末

期，當時才三十二歲的她馬上接受最高

劑量的電療和化療，但是一年後癌細胞

仍擴散到肺，美如又接受左下肺葉切除

手術。手術之後，美如以為好了，沒想

到一年後回診發現右肺的右上部又有癌

細胞，主治醫師勸他趕快治療，必須再

切除右上肺葉，假使不做治療的話，沒

有病人活超過一年……。

得知自己的病情，年輕的美如感到

很錯愕，但是已經接受一次肺葉切除手

術的她，肺功能只剩六成，她心想，若

再接受一次肺葉切除，自己會不會連走

動、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心灰意冷的

美如決定自己躲起來療傷，有一大段時

間都不去求醫，直到去年咳嗽得很厲

害，她再度到醫院接受檢查，發現原本

零點幾公分的腫瘤已經長到幾公分大，

當時的美如覺得自己快死了，她下定決

心，如果要死，也不要死在臺北和醫院

裡，喜歡花蓮的她，在先生的全力支持

下，二○○九年九月獨自來到花蓮，希

望讓大自然的力量以及閒適的生活步調

來調養身體、清淨自己的身心靈。於

是，十一月美如到花蓮慈院中醫科掛蔣

志剛醫師的門診，如今已經快一年了。

美如說，她的癌細胞對西醫傳統的電

療和化療沒有反應，已經切掉右上肺葉

的她，當年若再切掉左半肺葉，也許生

活品質變得很差，也可能手術完身體太

文／吳宛霖    審定／蔣志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主治醫師

開朗樂觀的美如常常露出甜美的笑容。她在花

蓮找到身心靈的調和，也讓癌症獲得控制。攝

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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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弱也不久於人世。現在在花蓮接受中

醫治療，除了吃藥，固定的針灸也讓她

可以靜下心來與自己對話，感受身體的

能量，加上在花蓮的好山好水中，自己

過得很快樂，與其擔憂，不如利用罹患

癌症的機會，好好審視自己與自己的相

處哪裡有問題。美如說，當年醫生判定

她不接受第二次手術活不過一年，如今

她已經存活三年了……

美如說，她真的很感恩花蓮慈濟醫

院，醫師和護理真的很愛護病人，

讓她體會到在北部醫學中心沒有的

溫暖。蔣志剛醫師就是美如的主治

醫師，蔣醫師說，美如現在腫瘤雖

然仍在，但也沒有繼續變化，

屬於平穩期。美如平常也可以

自理生活、自由走動，對晚

期癌症病人來說，身心和生

活品質維持得很好。

今年九十一歲的宋老先

生（化名），前幾年發現

罹患肺癌，他不願接受

西醫治療，隔幾年之

後開始咳血，老先生

的家屬將他送到醫

院，他仍不願手術也

拒絕化療，經過西醫診斷

已經無法治療，老先生便

開始尋求中醫的協助，經過花蓮慈院蔣

志剛醫師問診及給藥調養並持續追蹤，

狀況維持穩定。

蔣志剛醫師表示，以宋老先生為例，

年紀大的癌症病患很難承受手術或放

射、化學治療所帶來的破壞；相對的，

老年人的腫瘤發展較慢，使用中醫的治

療方式不至於太痛苦，在兼顧生活的品

質的前提下，可以提高病患治療的意

願。但若年輕人罹患腫瘤，較早期發現

的癌症仍建議能手術切除，並視情況完

成放、化療完整治療後再以中醫調理，

效果會更好。

打穩地基  大破壞後大建設  

「放化療就好像拆房子一樣，

而中醫就像磚塊，在原地再一塊

一塊重新砌起來」。中醫利用中

藥、氣功、針灸等等方式，為身

體重新建立免疫力和體質的

基底，就像是重新打上地

基、再構築一棟堅固耐用

又完整的房子。

中醫，在臺灣和西醫一樣

都屬於「正統療法」，但是

對大多數民眾而言，缺乏數

據、沒有精密儀器的中醫似

乎是一種比較不科學的治療

方式。以用藥來說，西醫的

化學治療、標靶治療都講究

「精準」，放射治療也會

以「定位」來達到最高的

效能，口服藥更是以直接

有效、解除症狀為主。中醫則講究「醫

食同源」，飲食也是一種用藥，許多食

材也同時是藥材，當然藥材一樣可以入

菜，所以強調的是利用飲食和湯藥調節

整個身體的狀態後，讓身體有足夠的能

中醫將人體視為整體系統，講

究陰陽平衡，某一個部位生

病，也需從整體功能來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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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自行修復並對抗疾病，效

果緩和而漸進。

曾風靡亞洲的韓劇「大

長今」裡，可以看到在距

今將近五百年前的韓國宮

廷中，中國醫術東傳的成

果。在御膳廚房擔任宮女

的長今被教導必須以「戒

慎」的方式料理食物，從

小要到野外去摘取一百種

不同的野菜，明白分別藥

效或毒性，藉此認識各種

食材的屬性。後又接受的

醫女訓練的長今，要辨識

各種藥草、了解藥性、辨

識面相、熟記人體經絡穴

位……等，治病時要呼應

四季寒暑與身體的運行，

對於各種症狀類似但差異

極大的病症，更需仔細推

敲，才能對症下藥。由此可知，在西方

醫學觀念未傳入前，中醫師不論在辯證

論治的診斷，或是處方草藥與針灸，都

必須經過嚴格而周全的訓練，延壽治病

的功效深受老百姓的信賴。

各擅勝場  中西合作效果加倍

不過在以解剖學為主的西洋醫學傳

入後，西醫蔚為主流。中醫因缺乏解剖

基礎，加上沒有精密儀器的佐證，所謂

陰陽五行、寒熱虛實、經絡穴位等看不

到、摸不清的診斷方式被認為不夠科

學，而以傳統草藥為主的用藥，也常常

被西醫師認為可能會與西藥引起交互作

用，而降低治療效果。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從七年前開始延請

對岸研究中醫治療癌症數十年的李岩教

授到院指導，李岩教授本身就是西醫出

身，後來投入中醫領域，倡導「中西合

治」的概念已經好幾十年。李岩教授表

示，不論中西醫都有其侷限性與盲點，

中西合治互為輔佐是治療腫瘤最好、治

癒率最佳的方式。李岩教授多年來帶著

蔣志剛醫師、陳舜鼎醫師，以及許睿

杰、楊成湛、王健豪及其他住院醫師一

起研究，希望能讓中醫在治療癌症上發

「醫食同源」的概念自古流傳而今，仍深深影響著中醫的概念，

每一種植物都能成為藥材或食物，為人體打下穩健的地基。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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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更大的貢獻。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科住院總醫師許

睿杰，也是經過西醫內科完整的訓練後

又投入中醫的領域；出入中西不同醫療

觀念的許醫師指出，西醫的根基在「解

剖」，經由解剖而衍生出組織、細胞生

物學與基因的概念，一切都要看到才算

數。中醫則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統，

講究陰陽平衡；古人將人體視為整體的

概念，譬如西醫的「肝」，指的就是

「肝臟」這個器官，但是中醫的「肝」

卻包括自律神經、內分泌等等概念的集

合；而中醫的「心」也不單指「心臟」，

還包括大腦、意志在內。所以，一旦人

體某個部位產生疾病，中醫會認為是整

個人體功能的失調，不一定是局部的問

題。

以腹瀉為例，西醫的檢查方式為問

診、理學檢查、糞便化驗後，確定是感

染、分泌性或是滲出性腹瀉，然後給藥

治療。中醫則是依據臟腑以及陰陽氣血

的狀態，來診斷腹瀉到底是脾胃、肝還

是小腸的問題，若是脾虛則補強脾氣，

若是小腸有熱則去熱，並加強免疫力，

來加速身體修復的狀況。中醫認為，平

常都會有「細菌」在身體裡，當人體內

的環境改變，就有可能會產生疾病。

蔣志剛醫師說，對於癌症的治療，西

鑽研中醫治癌五十年的李岩教授在花蓮慈濟醫院帶領中醫團隊在癌症治療上做出貢獻。左起王健豪醫

師、李岩教授、許睿杰醫師、蔣志剛醫師、楊成湛醫師。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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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將人體視為完整的循環系統，身體某個部位出現問題，通常相關對應的部分也是醫治的重點。圖

為花蓮慈院中醫科柯建新主任為病患整骨推拿、疏通氣血。攝影／謝自富

因為沒有精密的儀器，對中醫而言，仔細的

「望聞問切」——看診、聽診、問診和把脈，

深入的了解病人更為重要。攝影／謝自富 

中醫一些輔助的小道具，沒有侵入性且操作簡

單，往往可以及時紓解疲勞，讓身心為之寬

暢。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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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針灸刺激經穴可達到按摩內臟、提昇免疫的功能，有時也能舒緩急症的發作。攝影／謝自富、李

玉如

長短不同的針、不同的穴位，可以依據病患的體質給予不同的刺激和療效。攝影／謝自富、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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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主要在細胞學、病理上判定，強調微

觀、監控癌細胞的行為；中醫的發展角

度沒有「微觀」的概念，而是看「整個

人」的反應，因此西醫可以針對細胞型

態做特殊性治療，但是有時候太過微觀

反而會忽略人體自我調整的功能；中醫

強調臟腑之間的協調，氣血的運作，卻

也容易失去焦距，對疾病的掌握比較模

糊。因此，在以西醫理論為基礎的觀念

下，大多數醫師或許會覺得中醫不夠科

學。但是承接李岩教授的觀念，蔣醫師

認為若能跨過中西醫的藩籬，中西醫合

治絕對是對病人最有益的治療。

用對中藥  抗癌路上添助力

除了大破壞後的大建設要仰賴中醫，

放射、化學治療途中，在維護免疫力以

及維持臟腑的功能上，中醫也扮演重要

的角色，包括修補黏膜、控制疼痛、舒

緩嘔吐、預防掉髮等等，都需要中醫的

一臂之力。有些病人在放、化療治療途

中會難以忍受而想要放棄，中醫師利用

草藥或針灸讓病人覺得較為舒適，往往

能支持病人完成治療。擅長治療小兒癌

症的中醫科住院醫師楊成湛，也是由西

醫的小兒科轉往中醫。楊成湛醫師表

示，因為有西醫的訓練，更能清楚在療

程上如何中西醫配合。以小兒白血病為

例，化療期間的引導期，就是放、化療

對病人最大傷害的時候，中醫可以培元

固本、滋陰養陰來防止黏膜破損、舒緩

掉髮，讓病人可以較舒適的進入鞏固期

和恢復期。

四診八綱  調整體質

李岩教授提出中醫治療癌症的核心就

是「四診八綱」，所謂的四診就是「望、

聞、問、切」，八綱則是「寒、熱、

虛、實、陰、陽、表、裡」。因為中醫

沒有精密的儀器與檢驗，仔細的看診、

了解，「望聞問切」更為重要。研究癌

症數十年的李岩教授也歸納出「清熱解

毒」、「活血化瘀」、「軟堅散結」和

「扶正培本」四大治療方式，針對寒熱

虛實陰陽表裡來作用。「熱毒」常是腫

瘤的主要病因之一，「清熱解毒」可以

控制腫瘤周圍炎症與其他感染；而實質

腫瘤與中醫學的瘀血、癥積有關，「活

血化瘀」可以改善血液循環，降低疼痛

感，並提高腫瘤對放射的敏感性，對增

生性病變有不同程度的軟化與吸收作

用；「軟堅散結」即是打散集聚之處、

軟化堅塊的方法，藉此縮小癌細胞；「扶

正培本」就是改善虛弱體質、加強免疫

力，提昇化療後血球數量，增進體力抗

癌。

藉著這四大治療方式，就可以達到

「扶正袪邪」治療癌症的效果。以白話

來說，所謂的「扶正」，就是「調整免

疫力」，而「袪邪」，就是對付癌細胞，

「打擊惡勢力」。

中醫在用藥上，也是依據這四大治療

方式、針對不同病症來調整處方給藥的

比例，不同的藥材有不同的功能，譬如

龍葵、山豆根都有清熱解毒的功效，丹

參、桃仁可以止痛、縮小腫瘤，夏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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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熱解毒類： 熱毒是腫瘤的主要病因之一，特別是中、晚期癌症患者常伴有腫塊、局部紅腫熱痛、
口舌乾燥，清熱解毒藥能控制腫瘤周圍炎症與其他感染。

圖
001

金銀花 解毒之功效，應用於消除緩解腫瘤紅腫熱痛。

龍葵
解毒消癰，應用於各種腫瘤，如胃癌、肝癌、肺癌、癌性
胸腹水。

蛇莓 清熱解毒，應用於甲狀腺癌、肝癌、肺癌、胃癌。

山豆根
清熱解毒、散結，常用於治療咽喉紅腫熱痛，應用於鼻咽
癌、膀胱癌、白血病。

活血化瘀類： 實質腫瘤與中醫學之瘀血、癥積有關，活血化瘀藥可以改善血液循環，提高腫瘤對
放射的敏感性，對增生性病變有不同程度的軟化與吸收作用。

圖
001-17

丹參
有活瘀血生新血、涼血消癰、養血安神之功效，應用於各
腫腫瘤腫塊。

紅花 活瘀血、生新血，應用於癌症腫塊。

桃仁 破血去瘀、潤腸通便，應用於癌症腫塊。

益母草 活血去瘀、清熱解毒，治療腫毒，應用於癌症腫塊。

軟堅散結類： 結者，邪氣聚結；堅者，硬而牢固。軟堅散結法就是散其集聚，軟其堅塊之法。適
用於實質腫瘤。

圖
001-21

貝母
止咳化痰、清熱散結，常用於治療痰熱咳嗽，可用於甲狀
腺腫瘤。

夏枯草 清熱解毒散結之功效，可用於甲狀腺癌、乳腺癌、肝癌。

玄參
滋陰降火，解毒軟堅。常用於治療咽喉癰瘡腫毒，應用於
甲狀腺腫瘤。

扶正培本類： 此類藥物可以扶正固本，調節人體陰陽、氣血，改善虛弱體質，加強免疫能力。

圖：001-10

黃耆
補益肺氣、補氣生血、托毒排膿之功效，常用於治療化療
後白血球、紅血球與血小板減少、食欲減少、氣短乏力，
應用於各種腫瘤虛證。

黨參
補益脾氣之功效，常用於化療後紅、白血球減少、改善四
肢困倦、食欲不振，應用於各種腫瘤虛證。

枸杞
滋補肝腎之功效，可以改善腰膝無力、視力減退、白血球
低下等症狀，對各種腫瘤皆有抗癌作用，應用於腫瘤虛
證。

白朮
補益脾氣、益氣生血，改善消化功能，例如食欲減少、倦
怠無力、，應用於消化道腫瘤。

中藥治癌處方參考

資料由李岩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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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母等也對腫瘤本身有作用，黃耆、枸

杞則能提昇體力，另外柴胡、厚朴有理

氣的功能，可以疏通氣積，促進腸胃道

蠕動。

針灸輔助

增強免疫力

中醫治病的觀點，吃藥只是一部分，

包含飲食、作息、運動和心理都是抗癌

的重要環節。而「針灸」，也是輔佐藥

物、加強效果的方式。楊成湛醫師表

示，透過針灸的方式，將刺激經過臟

腑、經絡，可以調節內在臟腑的功能，

很多穴位經過針灸後等同於吃藥的效

果。譬如合谷、曲池、風池、三陰交等

穴位都有控制疼痛的功能，內關穴可以

止嘔，腹痛、肌肉痙癴可以用陽陵泉穴

處理。蔣志剛醫師舉例，曾有醫師以罹

患腫瘤的老鼠接受放射

治療做實驗證實，經過

放射治療的老鼠，白血

球上的免疫突觸會縮起

來，而經過針灸後的老

鼠，突觸會再度跑出來，

所以針灸確實有助於免

疫系統的回復。由於針

灸的時機、穴位都要仔

細斟酌，若病人睡眠、

精神、體力不佳，或正

在進行化療等時機也不

會施針，一般治療仍以

用藥為主、針灸輔助。

薰灸用的溫灸盒和溫灸器，

透過皮膚及穴道溫和的刺

激，可以讓體質較衰弱的

病患疏通經絡，振奮器官

的陽氣，改善虛寒體質。

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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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病人

提供最適合的治療

十月中旬的花蓮慈院中醫

科候診區，坐著年近五十的簡

女士，她是從臺北特地到花蓮

慈院看診的癌症病人。二○○

七年，簡女士在臺北某知名醫

學中心被檢查出罹患大腸癌，

她不死心到另一家知名癌症治

療醫院複檢，確認已是第四期

大腸癌，並蔓延到肝臟，肝臟

內有一公分的腫瘤。於是她做

了第一次的手術割除部分大腸

和肝臟，並做了半年的化學治

療後，開始三個月一次的癌症

指數追蹤。隔了六個月，她

的癌症指數從正常值的四開

始呈倍數成長，八、十六、

三十二……，之後的三個月內

癌症指數跳到四百，才確定在腹腔內又

長了一顆腫瘤。簡女士開了第二次刀，

切除腫瘤後又割除大、小腸做了腸造

口，並嘗試標靶治療，但因副作用太大

而放棄，另一種標靶治療也因驗血不合

適而無法進行。在無能為力下，簡女士

接觸民俗療法，六個月後發現腸阻塞，

經過斷層掃描原以為是普通的腸沾粘，

但開刀後發現是在動脈和膀胱上長了一

顆腫瘤，摘除的話非常危險，醫師放棄

摘除後給簡女士兩個建議，一個是繼續

做標靶治療，一個是甚麼都不做。醫師

勸簡女士住進安寧病房，最後簡女士選

擇在家安寧。

三個星期前，照顧簡女士的小姑透過

朋友介紹，與簡女士一起到花蓮慈院接

受李岩教授和蔣志剛醫師的門診治療，

簡女士說，吃了兩個星期的藥之後，疼

痛緩解許多，以前幾乎二十四小時痛到

無法睡覺的狀況，現在已經有七、八個

小時覺得還不錯；尤其以肛門附近的緩

解最為明顯，左腳的酸痛也改善了。原

本被醫師判定只剩六個月生命的簡女

士，現在氣色、精神都不錯，簡女士

針灸有助於免疫系統的回復，對藥物也有輔

佐、加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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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病患獲得更完整的照顧，許多醫院開始接受中醫的觀念，甚至主動請中醫師會診。圖為李岩教授

帶領住院醫師到花蓮慈院心蓮病房進行會診教學。攝影／謝自富

說，真的很感恩蔣醫師，親切詳細的問

診，耐心的聽她敘說整個病程脈絡，讓

她心靈獲得很大的支持，也讓自己更有

信心，接下來要繼續到臺北慈院中醫部

陳舜鼎醫師的門診追蹤與治療。

蔣志剛醫師表示，現在雖然仍有很

多西醫不贊成癌症病人接受中醫治療，

有一些是不了解、有一些是擔心與西藥

會有交互作用；但也很多西醫開始接受

中醫的觀念，不特別介紹但也不會阻止

病人以中醫來輔助治療；更有一些西醫

會主動會請中醫會診，或介紹病人到中

醫看診。他也發現，有些西醫師自己罹

患癌症，也是會想嘗試中醫甚至另類療

法，將心比心，不論中西醫，若能互相

協助，讓病人獲得健康就是醫師最大的

欣慰。目前蔣志剛醫師在花蓮慈院的癌

症醫學中心一星期固定有一個診次，就

是讓癌症病人能充分利用中西醫的優

點，獲得最大的幫助。

樂活之道  好好愛自己

回到根本，中醫有句話說「上藥醫

心、中藥醫身、下藥醫病」。在治療癌

症上，仍是強調「整體觀」。每個癌症

病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不論中醫或西醫

都只能盡全力，尤其是中醫，並不講存

活率，而是針對病人不同體質、心理和

生活習慣調整治療方式。癌症的生成，

除了自己的飲食生活習慣和心理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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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累積各種「毒素」之外；環境、荷爾

蒙、風寒暑濕等「外感」也會影響健康，

所以平常若能「養正氣」，利用養生、

運動、睡眠以及心理來強健調適，不論

是健康人或是癌症病人，都能獲得更大

的益處。

蔣志剛醫師說，很多腫瘤治療，就是

從「改變現狀」開始，從生活、飲食、

作息和生活壓力來審視整個身體機能和

生活狀態，尤其是「心理」因素影響最

大，常常只要改變現狀，就能改變病

況。

其實，現在「癌症」已經逐漸被視

為「慢性病」來看待，癌症的發生會有

很多原因，罹患癌症不等於宣判死刑，

而是一個讓自己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和

身心狀況的機會，就像簡女士和美如一

樣，雖然都是癌症末期的病患，卻也都

存活超過醫師原本的預期，並且依然充

滿希望。在他們的臉上看不到愁苦的表

情，而是開朗與坦然。就如簡女士所說

「做了最大的努力後，就不要再去擔心

了」。因為既然生病了，利用這個機會

調整自己，珍惜當下，保持樂觀，才是

這個疾病教會他們的道理以及與癌症共

處、快樂活著的動力。

面對癌症，只要保持信心，改變生活方式，調整好身心狀態，就能免除恐懼，真實面對自己與疾病。

癌症病人多接觸大自然也能增加自己身體與心靈的能量。下圖為花蓮慈院由癌症病友發起的病友會，

病友與家屬一起到七星潭踏浪，放鬆心情。攝影／彭榮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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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寬抗癌

 智慧治癌

八
年前因為特殊的因緣，被慈院

派去和我的老師李岩教授學習

中醫腫瘤治療，從那時候開始

了我專注在腫瘤治療的時期。李岩教授

從事中醫腫瘤的時間已超過五十年，從

全國普查、實驗室驗證到臨床研究都相

當扎實，經驗豐富，備受肯定。但是我

資質魯鈍，老師又不在身邊，雖然常和

老師聯繫，可是在走中醫腫瘤的路上仍

是跌跌撞撞，遭遇很多挑戰。

秉持醫德  謹慎拿捏

很多人，包括病患及自已的同學，

都會問到：中醫可以治療癌症嗎？其實

在我早期接受訓練期間，對於中醫治療

癌症也是充滿不確定。因為早期中醫的

文章刊載在西方期刊中的可說是鳳毛麟

角，而大陸當時的期刊水準又不理想，

所以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而中

醫治病又講究辨證論治，常常會同病異

治，不同的病患處方可能完全不同，因

此很難用臨床統計的方法來證實有效

率。所以我們無法告訴病患有多少的治

癒率。這是因為中西醫治病觀念不同。

隨著觀念的改變，對於治療腫瘤不再

將腫瘤消滅當成唯一目標，很多將改善

病患症狀和生活品質為治療目標的研究

出現，也讓中醫藥的文章漸漸被主流期

刊接受。隨著科技的進步和腫瘤研究的

發展，很多中藥抗癌的效果被證實，也

文／蔣志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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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的讓人開始注意中醫藥抗腫瘤的可

行性。也有西醫的化療藥物是從這些研

究中發展出來的，如紫杉醇、砒霜等。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中醫藥治療癌症的

機轉會越來越被大家了解和接受。

中醫治療癌症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觀

念和派別。因為各家各派根據自身治療

腫瘤的經驗，提出對腫瘤治療的獨特看

法，本是百家爭鳴，無可厚非。但在外

行人看得眼花撩亂時，有些別有居心的

人就抓住病患和家屬心理的弱點，大肆

提出標新立異的言論吸引病患去接受他

的治療，並且要病患放棄正規治療，而

使得病患錯失治療機會而葬送生命。這

是我的病患告訴我他朋友的故事，令人

心痛。有人說醫學是藝術，但我相信必

須植基在厚實的基礎和臨床經驗上，不

應該任毫無根據的醫療行為傷害生命。

我的病患也有類似的情形。一位食道癌

病患，在西醫部門治療後，已告知無法

再繼續治療，病患轉到中醫尋求希望，

在門診調養一陣子之後，病患病情轉趨

穩定。隔了數月之後，病患家屬來門診

告知父親往生，才了解病患是因為感冒

後合併肺炎，在居住地醫院住院治療，

肺炎改善後，主治醫師建議化療，但是

化療後沒多久就因為敗血症而往生。輕

率的採取手術和放化療等手段，同樣也

會對病患造成嚴重的傷害。過與不及都

不可，醫者應審慎評估。

隨著所謂另類醫療的興起，大家對於

傳統醫療以外的醫療行為接受度大增，

但也同時引發一些問題。現在保健品相

當普及，民眾對保健觀念也很重視，這

蔣志剛醫師（左）隨李岩教授（右）學習癌症治療後，再加上許多案例的成功，讓他對中醫治療癌症

深具信心，也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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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的一面，但有些保健品的推銷者誇

大療效，或者販售劣質產品，甚至有意

無意的讓病患認為不需尋求正規醫療，

延誤病情，這是非常令人不齒的行為。

但是很多醫生對於保健品的知識也不

足，因此無法給病患適當的建議，有的

醫生就叫病患什麼保健品都不要用，免

得麻煩。我覺得病患要與有經驗的醫生

多溝通，才能找到對自已最適當的治療

方法。

留心飲食多溝通

保持信心勿恐慌

病患本身的心態對治療效果影響非

常大。因為現在網路資訊非常發達，很

多病患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有關於

自已疾病的資料。我曾有一位病患是肺

癌，第一次發現時就已經骨轉移了，

他自已上網看資料，知道自已的預後非

常不好，心情非常差，對於治療非常消

極。其實一開始治療的效果很好，但是

他始終不能改變態度，積極面對，最後

就真的病情轉壞而往生。我也曾遇到過

貴婦罹癌，為她處方配藥後，連吃都沒

有吃，就說藥太寒，請我改方。我問了

原由後才知道，是她身旁有「高人」指

點。有些人以為自已學過中醫而喜好批

評，常批評藥太寒、太熱或太補、太燥；

其實對病患病情沒有掌握，只好評藥處

方如何，絕對不是對中醫真了解的人。

有些人對中西醫合併治療認為會影

響治療效果。藥物交互作用是非常複

雜的問題，西藥本身就有這種問題，

所以就認為服用中藥也會有此影響，因

此有人就建議中西藥不要合併服用。但

是到底造成什麼影響其實現在很難說得

明白。但是就實際效果觀察，中西醫合

併治療對病患能夠增加完成放化療的比

例，減少副作用，這對於病患就有很大

幫助了。有些研究認為中藥具有抗氧化

效果，會減弱放化療殺癌細胞的作用。

但是蔬菜水果中也含有很多抗氧化營養

素，那麼是否也要病患不要吃呢？這又

可能和很多人的觀念不符了！

腫瘤病患對飲食要特別留意。所謂病

從口入，很多疾病在飲食上都必須注意

禁忌，腫瘤也不例外。如乳癌患者必須

忌高熱量、高膽固醇和油膩的食物。我

曾有一位乳癌病患，在罹病前很喜歡吃

蝦蟹類海鮮，生病後就改吃素。但有一

次來診發現乳房又出現硬塊而且皮膚泛

蔣志剛醫師將中醫的養生觀念落實在日常生

活中，他也鼓勵所有人不要害怕生病，生病也

是檢討的機會；平常注重飲食和身心平衡，就

能遠離疾病。攝影／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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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詢問之下才知道吃了很多巧克力和

堅果類等油膩高熱量的食物，病患改變

飲食及服藥後乳房腫塊就消失了。另外

有一位卵巢癌病患，治療後病情穩定，

身體狀況改善很多。突然有一天來門診

告訴我病情惡化，腫瘤指數增高，追問

下才發現是因為婆婆和先生認為病患身

體太虛，就拿不知名的補藥湯為他燉

補，之後就出現不適，再追蹤檢查就發

現腫瘤復發。中醫講究飲食宜忌，其實

其中有很多是有臨床意義的，病患要多

跟醫師溝通。

重整身心靈  心寬念純可抗癌

中醫治療腫瘤要結合多種治療方法，

包括中藥、針灸、氣功、食療和心理調

適等。多方面治療方法讓我們從身、

心，甚至靈的部分，適當調整，以利我

們和腫瘤作戰。當我們生病時，我們應

該去檢討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生病。這包

括飲食、作習、嗜好、個性、壓力，甚

至居住環境。如果我們不能改變這些原

因，重蹈覆轍，我們的病怎麼能好呢？

因此我們應該從食衣住行娛樂全面大調

整，以去除可能的病因。曾有一位乳癌

患者是國中老師，他說他非常注意飲

食、運動等保健方法，但是為什麼還是

得乳癌呢？她自已想到可能是管教學生

對她容易造成壓力所致。後來她因為病

情轉變，開始求神問卜，信巫不信醫，

這樣的下場也將會是非常不樂觀。

癌症相當複雜，治療也很耗費時間，

病患需要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以目

前來看，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模式是對病

患最有幫助的方法。病患在治療前及治

療中，一定要多跟醫師溝通治療方式、

可能副作用、飲食宜忌、適合的運動方

法、配合的保健方法或想要補充的保健

食品等。一定要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

勇敢面對疾病與治療所帶來的痛苦，有

智慧的抉擇各種善意的建議。對於不了

解的地方，多尋求正規的管道諮詢，以

找到適合的解決方法。晚期癌症並不必

然需要絕望，還是有很多病患用自身經

驗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戰勝癌症！

蔣志剛醫師為腦瘤病患扎針。攝影／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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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曾於西醫醫學中心兒科擔任住

院醫師三年並考取兒科專科醫

師後，再轉至中醫科訓練。據

兒癌基金會統計，臺灣地區每年約有

五百位新的兒癌病例，對每一個家庭而

言，兒癌都是難以置信、晴天霹靂的打

擊，因為這意味著孩子將走上完全不一

樣的人生歷程。我所照顧的兒癌病童住

院期間，化療的副作用是一場又一場的

磨練，我親眼目賭病童掉髮、嘴破、

藥物過敏、全身紅腫癢痛、發高燒、嘔

吐、噁心、虛弱、貧血、發冷發熱……

等等不舒服症狀，甚至也陪過幾位癌末

病童走完他們人生短暫的最後歲月，也

因為這段特別的經歷，使我對癌症病人

所承受的痛苦有更深的瞭解與同理心，

如今在接受中西醫學整合訓練後，我相

信中醫可以提供癌症病人更全備的照

護。

與癌和平共處  晚期病人有活力 

中西醫對腫瘤的認識和治療雖然存在

差異，但在治療上各有所長，適當合理的

運用中西醫治療，可增加治療療效，提高

病患生活品質，延長病患的生存期。  
西醫治療腫瘤的原則是切除或減少

腫瘤病灶以減少對人體的傷害，若能外

科手術切除者，則盡快切除腫瘤，並廓

清轉移部位；若不能切除者，則採取化

學治療和放射線照射等治療，盡可能殺

滅腫瘤細胞。在切除腫瘤及使用化療或

放療以後，都需要進行增強機體功能的

治療。據研究統計，晚期腫瘤占惡性腫

瘤病人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腫瘤進入晚

期並不等於死亡，若採取積極有效的治

 文／楊成湛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醫師

中西結合  

 全備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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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仍可使患者生活品質提高，生存期

延長，甚至部分患者可獲得痊癒的機

會。中西醫結合，並不是隨意拼加，而

是結合腫瘤的病理學特性；依據病人身

體狀況，訂定一個合理的治療方案。中

醫藥治療是隨著手術、放療、化療手術

的情況來制定方藥。中西醫結合治療可

增加病人的免疫力，減少後遺症，以預

防腫瘤的復發及轉移，提高生活品質。

溫和改善  協助人體修復工程 

中醫在癌症治療中的優點，首先是預

防癌前病變，及時治療潰瘍瘜肉、良性

腫瘤，而減少其惡變為癌症的可能性。

在控制腫瘤上，也能減小病灶。中醫藥

配合化療其一有增效作用，活血化瘀藥

能增加血流量及流速，改善腫瘤組織的

血氧供應，增強化療藥對癌細胞的殺滅

力；二是有減毒作用，針對化療的在消

化道、肝腎功能損害、骨髓及免疫功能

受抑等毒副反應採用健脾和胃、降逆止

嘔、滋補肝腎、益氣養血、補腎生髓等

方法。另外針對一些不適於化療放療的

晚期癌症患者，採用中藥口服方法替代

化療放療，也有很好的效果。 
再則癌症病人常合併有胸水、腹水症

狀，西醫多採用利尿或穿刺抽水的侵入

性治療方法，雖暫時有效但卻造成病人

更大的痛苦。而中醫峻下逐水、健脾利

水方法，也可以改善胸水、腹水，而且

較溫和。 
中醫最大的功能在增強人體的免疫力

和體能。在手術、放化療後的康復過程

中，恢復人體的免疫力和體能非常重要，

中醫可以改善治療過程中生理功能的損

害，減少癌症復發和轉移的可能，並改善

胃腸道功能以及腫瘤惡病體質，增加人體

對疾病抗爭所需的抵抗力。中醫治療癌症

的重點不只是腫瘤，而是更注重腫瘤患者

的整體狀況、腫瘤發展過程中的正邪消長

態勢，協助恢復人體的正氣。

 中西和合  科學治癌增成效

適當地服用中藥，可以協助不同療程

達到最好的效果，也讓病人更舒適。在

進行放化療前五至七天提早開始服用，

才能將放化療的副作用減到最低。中藥

與西藥不宜同時服用，應隔開一小時，

並且忌飲茶，因為茶會解藥性，如酸棗

仁、柏子仁、遠志、黃耆、何首烏、雞

血藤等中藥療效均會被茶抵消。另外癌

症患者服用的中藥不可用酒來浸泡，或

服用藥酒類中藥。雖然放化療常造成血

球降低，須服用補氣血的中藥，但應選

擇涼補至溫補類藥物，不宜使用熱補，

若要使用熱補，應配合其它藥物來制衡

熱補的副作用。

正規治療  贏得生命之戰

癌症最重要的治療原則是早期發現，

早期以中西結合方式進行正規治療，拒

絕秘醫及偏方以免延誤病情，均衡營養

加上家人及信仰的支持才能有力量打這

場生命之戰。中藥可以扶正固本、提高

機體免疫力、抗腫瘤的功能，中西醫結

合治療癌症，能提高生存率，協助完成

療程，使病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提

高腫瘤治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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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與西醫治療結合效果

▌中藥與手術治療結合：

(1) 術前調理，回復陰陽的失調。臨床常選用補氣養血、健脾及滋補肝腎之

品，如四君子湯、八珍湯、十全大補湯、六味地黃湯等。

(2) 術後改善脾胃功能、恢復氣血，可提高康復、免疫功能，為下一步放化

療打下基礎。臨床常選用調理脾胃、補養氣血、理氣行滯化瘀或益胃養

陰生津之品。如山楂、麥芽、丹參、川芎、沙參、天門冬、麥門冬。

(3) 術後預防腫瘤的復發和轉移且提高生存率，在扶正基礎上加相應的抗癌

中藥。如山豆根、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等。

▌中藥與放射治療結合：

中醫認為放射線是一種熱性物質，其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以熱毒作用損

傷人體氣陰。臨床上，可用益氣養陰、涼血解毒之品，如沙參、麥冬、玉

竹、紫草、牡丹皮、生地黃。此外活血化瘀中藥能改善微循環，促進血液

循環，增加病變部位癌細胞的氧含量，使癌細胞對於射線敏感而增加效

果，如桃仁、紅花、三稜、莪朮、赤芍等。

▌中藥與化療結合：

(1) 化療局部反應：化療藥物長期刺激而引起的靜脈炎可選用金黃膏等外敷

治療。

(2) 消化道反應治療：化療期間常有食慾減退、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症

狀，選用旋覆花、代赭石、半夏、砂仁、焦三仙等。

(3) 骨髓抑制：血小板及白血球下降、常選用補骨脂、女貞子、黃精、枸

杞、雞血籐、當歸、山茱萸、桃仁、紅花、赤芍等。

▌針灸與西醫治療結合：

針灸可提高機體免疫能力、抑癌消瘤，改善臨床症狀，減輕放化療反應，

同時不產生任何毒副作用。選穴原則是循經取穴，以調理為主，實證多用

針刺，虛證多用灸法。針灸對癌症的治療雖有所幫助，但是在腫瘤病灶的

附近不宜針灸。目前針灸在臨床上有三個應用方向:
(1) 改善病人的症狀，如用於止痛、退燒，解除便秘、腹脹、排尿不暢、失

眠多夢、月經失調等症狀。

(2) 對肺癌、胃癌、腸癌等腫瘤患者，出現氣血二虛的病症時，可用溫灸的

方法，改善氣血循環及提升免疫功能。

(3) 正在進行放療或化療的病人，使用針灸可改善血象，減少胃腸道的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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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症為國人十大死因第一位，罹

癌的民眾必須面對情緒失落、

龐大經濟負擔、治療引起的不

適感等生活上劇烈衝擊，許多家庭因此陷

入貧與苦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如何繼續

保持個人處在健康的狀態，減少癌症發病

率是初級預防所強調的精神，政府已經全

面實施B型肝炎疫苗注射，也長期宣導國

人遠離菸、酒與檳榔等措施，在次級預防

方面，衛生署業已規劃常見癌症的早期篩

檢，包括：子宮頸抹片、乳房攝影、胸部

X光、口腔黏膜檢查、糞便潛血檢查等，

都是希望能夠減少晚期癌症帶給個人與社

會的巨大損失。

日常生活多排毒

細胞健康不病變

在傳統醫學裡，早在兩千年前的《黃

帝內經》就開始有惡性腫瘤的描述，並提

到其為「喜怒不適……寒溫不時，邪氣勝

之，積聚以留」等因素發病；而西方醫學

中最早則記載於埃及時代，對於癌症較完

整的認識則直到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與公

共衛生研究蓬勃發展下，才掌握其為基因

先天遺傳的缺陷或後天累積傷害而成，導

致正常細胞癌變，以肺癌為例，從正常的

鱗狀細胞到癌變之間會經歷一段漫長時

間，累積多個步驟的基因損傷而造成，所

文／許睿杰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醫師

中醫養生

  仁者壽

許睿杰醫師正在為病患扎針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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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位剛被診斷罹患癌症的病人，其實身

體已有多年緩慢的破壞過程。

目前了解致癌的原因有先天基因遺

傳，例如有乳癌家族史是得乳癌的高危險

因子；後天因素則以飲食與生活習慣最為

重要，其他為感染、菸酒、檳榔、環境汙

染等，中醫的角度認為癌症是因為身體的

臟腑功能與陰陽氣血失調，在免疫功能不

足的基礎上，造成外邪入侵引起基因的傷

害，痰、濕、氣、血鬱滯化毒等病理產物

留於體內，阻礙臟腑經絡氣血的流暢，逐

漸形成腫瘤。

此外，具有轉變為癌症可能的良性病

變可視為癌前病變，若是長年遷延不癒亦

會轉為癌細胞，例如胃食道逆流症、病毒

性肝炎、子宮頸糜爛等疾病，故積極預防

與治療癌前病變，對預防腫瘤的發生有重

要意義。

腫瘤是長時間逐漸形成的病理產物，

維持良好的免疫功能可以清除體內的癌細

胞，所以保持良好的生活型態，避免食用

醃漬、煙燻、燒烤、油炸等高脂、高鹽食

物，日常生活中養成固定運動習慣，可以

大幅降低罹癌風險。

《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云：「恬

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

來？」中醫在保健方面保存非常多寶貴的

經驗，包含了氣功、按摩與膳食，對於腫

瘤防治與康復都具實用價值。

練氣好食好心情 化瘀舒氣通經絡

氣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其功效

為導引行氣，使人安心定意，呼吸吐

納，活動身體，達到內養神，外養形，

使神形相濟，以中醫觀點來看可以使經

絡通暢、臟腑功能恢復平衡，於是氣滯

得舒、瘀血得化、積聚消散。花蓮慈院

中醫科客座教授李岩醫師親身實踐馬禮

堂六字訣養生功，並推廣給一般民眾，

此養生功是一種吐納法，通過念「噓、

呵、呼、呬、吹、嘻」的六種發音口

型，唇齒喉舌用力不同，以牽動不同臟

腑經絡氣血的流行，用腹式呼吸逼出臟

腑中之濁氣，吸入天地之清氣，有利於

新陳代謝，氣血流暢。

此外，平日可以利用按摩療法達到疏

通經絡、宣通氣血、通利關節等作用，調

節五臟六腑的功能，飲食方面多食用自然

新鮮的蔬果，藥膳養生根據歷代傳統醫療

記載，蓮子、山藥、蜂蜜具有聰耳作用；

女貞子、菊花、枸杞子具有明目功效；芝

麻、核桃仁具生髮與烏鬚髮作用；龍眼、

日常生活養成固定運動習慣，可以排除毒素

強健身體，降低罹癌的風險。攝影 / 劉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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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醫之癌症治療

百合、大棗具有益智之功，可請教中醫師

後選用於藥膳中調理。       
對於已經罹患惡性腫瘤的病患，西醫

對於不同期數的癌症訂定有治療方針，包

含手術與放射、化學治療，臨床上腫瘤科

醫師會以實證醫學與全人醫療的精神選擇

對於病患最有幫助的治療方式。在美國，

癌症病患常求助於中醫與另類療法，因此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早在一九九八年成立

「癌症輔助及另類療法辦公室」，希望能

彌補正規治療中不足之處，其中的研究重

點包含了針灸止痛與抗癌中草藥的研發。

中醫觀點認為惡性腫瘤是在人體免疫

力不足的基礎上發展的，但腫瘤病灶的局

部表現則為痰、濕、氣、血等瘀滯的邪實

表現，中醫強調以體質進行辨證論治後，

定立「攻邪」或「扶正」為主的治療方

針，組方選用藥物上再依照不同腫瘤特

性、分期、患者不適症狀與目前接受的西

醫治療方式，靈活使用「清熱解毒」、

「軟堅散結」、「活血化瘀」與「扶正培

本」四大類中藥解除痛苦並改善放化療的

副作用，輔助西醫一同改善病患生活品

質。

今年度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特別聘請大

陸中西結合腫瘤專家李岩教授於中醫科客

座講習，臨床指導腫瘤治療並傳承學術思

想，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李岩教授深刻體

會到，保持心境的安定祥和與培養慈悲心

是維持健康與病後康復的靈丹妙藥，與病

患互動時常提醒養心莫善於寡欲，就能進

而達到儒家所云「仁者壽」的境界。

透過氣功吐納，可以促進經絡氣血流動，有利新陳代謝。圖為花蓮慈院中醫科蔣志剛醫師利用上班前

教導民眾與病患氣功養身。攝影 / 沈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