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太長年為類風濕性關節炎

所苦，雖然在大醫院免疫風

濕科醫師的悉心照料之下，病情逐漸

獲得穩定控制，但廖太太總是對「長

期要吃類固醇藥物」這件事感覺有點

不放心，於是在姊妹淘的建議下，決

定試試所謂的「順勢療法」。

以毒攻毒，以同類治療同類

什麼是「順勢療法」呢？其實正如

同中醫是我們的傳統醫學一樣，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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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醫學就是「順勢療法」，順勢

療法醫師同樣替患者診病開藥，只不

過順勢療法的醫理，與中醫、西醫都

有很大的差別。

順勢療法最基本的道理是「同類治

療同類」（like cures like），有點類

似俗話所說的「以毒攻毒」；簡單來

說，就是一種可能讓健康人產生疾病

的東西，順勢療法卻可以把它用來治

療類似疾病的病人。比如說：生洋蔥

的氣味會薰得人們流眼淚、流鼻水，

而順勢療法卻能運用洋蔥製出特殊的

藥劑，專門用來治療流眼淚、流鼻水

的感冒和花粉熱病人。

由於順勢療法的基本道理是「同類

治療同類」，所以，順勢療法也被稱

為「同類療法」。

順勢療法的用藥十分特別，在用量

方面，採用了極低極低的劑量；在藥

材方面，大都取自於植物和礦物，只

有少數使用動物性製品。通常順勢療

法醫師會把極低劑量的藥品溶解在液

體裡，讓病人帶回服用；順勢療法醫

師也會把藥品製成白色舌下含錠，病

人必須將這顆白色藥錠含在舌下，讓

裡頭的成分慢慢溶解吸收。

根據英國整合醫療基金會（The

Prince's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Health）的研究，適合用順勢療法治

療的疾病包括：過敏、氣喘、濕疹、

關節炎、疲勞、頭痛或偏頭痛、生理

期不適、停經不適、腸躁症、憂鬱和

焦慮，以及耳鼻喉和胸腔部位的感染

症。

如果感覺身體不適，但一般常規醫

療卻找不出病因，英國整合醫療基金

會建議可以尋求順勢療法的協助。如

果因為藥物副作用而無法使用一般常

規醫療的藥品，此時，英國整合醫療

基金會也認為順勢療法值得一試。

不過，須注意的是，部分順勢療法

的液體藥劑含有酒精，且酒精含量甚

至比一般常規醫療的藥品更高，師父

或受戒的佛弟子要提醒順勢療法醫師

是否有其他藥品可取代，若只有該藥

品有療效，無法取代，以身體健康為

前題之下，是可服用的。

為病人「量身訂製」處方，

且用藥劑量極低

一般來說，如果是初診，順勢療法

醫師大概會花四十分鐘仔細瞭解病人

目前的健康狀況、以及過去的病史。

順勢療法醫師也會詢問患者的飲食狀

況、睡得好不好，以及是否有一些情

緒問題；然後綜合身、心兩方面的情

況，為病人「量身訂製」最合適的順

勢處方。

由於適合採用順勢療法的疾病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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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慢性病症，英國整合醫療基金會

提醒，採用順勢療法的人要有些耐

心。英國整合醫療基金會也強調，一

般來說，順勢療法醫師應該告訴病人

「整個療程大概會花多長的時間」、

「病人應該多久來看一次醫生」，讓病

人對整個治療計畫有完整概念。

英國整合醫療基金會研究發現，通

常病人在使用順勢處方的初期，會有

一段短暫時間，感覺症狀似乎更嚴重

了一點，甚至附帶有出疹子，以及類

似感冒的症狀；這些情形被順勢療法

定義為一種「排毒」的必經過程

（cleansing stage），是順勢處方要

發揮作用之前的正常反應，患者應在

下次看診時，把這些身體反應告訴順

勢療法醫師。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輔助暨替代

療法國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也認同上述「排毒」

的說法，但該中心也強調，如果各種

症狀，在用藥後五天仍未改善，病患

最好就要到一般醫療院所請醫師診察

一下，以免錯失治療先機。

對於順勢處方的安全性，美國輔助

暨替代療法國家中心認為，因順勢療

法用藥是經過多次稀釋的極低劑量，

其濃度甚至已經不到原始藥物成分的

一個分子，故安全性是令人放心的。

激發類症狀的反應和相應的免疫力

其實，順勢療法的安全性有其歷史

淵源，在德國發展出順勢療法的一七

○○年代，當時的醫療方法與現代醫

學有天壤之別，醫師主要採用放血、

排毒淨化術，以及含有硫磺或水銀的

藥物替人治病。

為了尋找一些比較溫和且安全的醫

療方式，德國醫師哈尼曼（Samuel

Hahnemann）開始認真研究，逐步發

展出順勢療法。

順勢療法的基本概念，是利用在健

康人身上造成某種症狀的物質，治療

造成同類症狀的疾病；這種治療思

路，與主流醫學幾乎完全相反。德國

醫師哈尼曼是在研究金雞納樹皮對瘧

疾的治療時，他親自服用了金雞納樹

皮幾次，原本健康的身體居然都出現

了類似瘧疾「忽冷忽熱」的症狀，因

而激發哈尼曼對順勢療法的概念。

隨後他將金雞納樹皮的濃度不斷稀

釋，並分階段拿給健康的自願者試吃，

逐步發展出順勢療法的整套理論和臨床

運用──順勢療法醫師通常是給患者一

定的刺激，激發人體自身針對類似症狀

的反應和相應的免疫力；此外，也需要

對患者的整體情況全面瞭解，進行身、

心的綜合治療。最特別的是，在用藥過

程中，為了避免毒性和副作用，需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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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郭少鏞）

【呂秉原簡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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