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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过公共诊所和医院服务网络!发展中西医学以解

决现有医疗问题!同时促进培训和临床研究# 第三!以

公共卫生的方针加强疾病预防及健康教育# 第四!通

过定期审查课程加强改善教育和培训制度# 第五!加

强跨学科$机构和地点的合作研究!进一步提供客观科

学实证# 最后!纳入和分配适当的资源以促进中西医

结合医学的发展# 总而言之!只有旨为患者提供更有

效治疗的基础结合医学才能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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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医药发展专题笔谈!

香江中药后来人
!!!香港中药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赵中振

赵中振教授

"" '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 香港浸会大学中药课

程已经创办整整
#%

年!中

药课程的成长!可谓香港中

医药发展的一个缩影# 身

为昔日的中药课程主任!与

同事们和学生们一同走过

这段历程!难以忘怀# 回首

昨日!感慨万千!展望未来!

憧憬无限#

#

"十年风雨路艰辛!众人浇灌绿杏林

香港中医药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香港想要发展

成为国际中医药的中心!中医与中药必须同步发展#

中药的专业人士单靠引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香港

的中药高等教育应当'本土化(# 师徒相承的教育方式

已经不再适应大规模培养中医药高等教育人才的现实

需要# 香港浸会大学中药课程开设的初衷!就是要培

养一批本地急需的中药管理$研发$质量检测与认证$

生产和贸易方面的专才!从而提高香港中医药的行业

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十几年前!香港的中药高等教育一片空白!无办学

经费!也无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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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不包括中药课程!按照正常的

程序!此时想要获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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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外资助是不大可能

的# 但校方对办中药课程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便没有资

源!也要争取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我清晰地记得!

!""#

年
#

月
5

日!香港浸会大学谢志伟校长亲自带领

刘良院长和我等一行
J

人到香港教育资助局争取办学

资格# 经过激烈的争辩!终于获得局方认可开办四年制

中药学士学位课程!但当时并没有实际的经费支持#

课程创办之初!一切白手起家!可谓困难及压力重

重# 我们的全日制中药专业!在香港高等学府是第一

个!迄今仍是唯一的# 社会上多数人还不够了解我们

的专业!不少人还以为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就是去当

药工!在药店抓抓药#

饮水思源!我们不会忘记!是陈汉贤伉俪首先捐助了

W""

万港币!作为四年制中药学士学位课程的启动基金#

此后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和团体慷慨解囊!献计献策#

这一切表达了香港社会对中药人才的期望与对中药事业

的信心!这也成为我们发展中药教育的动力之一#

在第一届招生时!报名者仅有
#J5

人!我们从中

招收
#J

名学生# 他们成为了香港历史上中药学学士

学位课程的首届学员# 但是当时我们的全日制中药专

业存在缺少师资!缺少实习基地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

些难题!学院招聘了一批曾在澳洲$英国$美国$德国$

加拿大$日本等地留学!中西汇通$年富力强的教学骨

干# 同时还采取了请进来的办法!例如!药事管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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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邀请了包括卫生署长$医院管理局的总药剂师$

业界翘楚等担当客座讲师# 而缺少实习基地!我们则

采取了走出去的做法# 余仁生)香港*有限公司$日本

津村药业有限公司$深圳仙湖植物园$广东潘高寿药业

有限公司等机构都给予了我们诸多帮助和支持# 在不

断充实学院实验设施的同时!我们还以广阔天地为课

堂!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同学们的足迹踏遍了香港的山

山水水,,,通过上山认药采药!不但学习了知识!而且

锻炼了意志$增强了体魄# 学生们也从一份份标本$一

棵棵药用植物开始!进入了中医药学知识的宝库#

我们学生的在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业务学习也

是与社会互动的# 例如!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览是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重点项目# 我们的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多年来也一直踊跃参展!以凉茶中草药$食

疗中草药$花卉美容保健茶饮中草药等不同的主题!展

示药用植物的魅力!提高广大市民对药用植物的兴趣

及了解# 参展
#%

年来!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的

展台每年都是花展的亮点之一!并
%

次获奖!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 又如香港中药混淆品种的整理研究!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长了才干!却又服务了社

会# 正是在此期间开始着手了中药标本中心的筹建#

如今!中药标本中心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学

习者超过
F

万人次# 以上活动!既让我们的学生认识

了社会!也让社会了解了中医药#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课程得到了社会

的认可# 我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传

中药于东瀛!遗厚爱在中国(!内容是我的日本好友,,,

奥洼夫妇的感人故事# 奥洼先生在中医药普及方面不

遗余力!对中国文化$风土人情也有着颇深的了解# 他

的夫人奥洼荣子女士!是一位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的

家庭主妇# 奥洼夫妇与一般的日本工薪阶层一样住在

普通的居民公寓楼中!平日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

!""F

年!奥洼夫人在病重弥留之际的心愿竟是托我办理捐款

#"

万美金!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设立一个中药

奖学金!培育英才!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我明白!这

一委托不单单是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更是对浸会大学

中医药学院的期许!是一种对中日友好的珍视!是这对

日本友人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寄望#

!

"辛勤耕耘结硕果!香江中药后来人

伴随着香港中医药的发展!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

学院形成了教学
!

科研
!

临床的配套体系# 招生人数

虽暂未改变!但近些年报考人数每年都维持在
# J""

人左右!录取的门坎也在逐年提高# 香港浸会大学的

中药课程!揭开了香港中医药高等教育新的一页!是中

医药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
!""J

年度开始!

中药学学士学位课程得到香港
TV'

的全额资助#

在教学的模式上!我们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授

课语言采用两文三语-收生方面!同时吸引内地和海外

的优秀学生# 我们的目标是将中药学学士学位课程办

成国际化的精品课程#

!""#

年!在进行课程推广时!有学生曾问我+'中

药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干什么.(我当时笑答曰+

'除了假药不可以做!其他工作都可以做#(迄今!我们

中药专业共有
#W"

位毕业生!在校学生
$%

人# 毕业

生中!有的在香港卫生署$医院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工

作!有的继续深造# 除在本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外!

有的同学还先后赴英国
!

美国
!

澳洲和日本留学与工

作# 在香港的制药企业和海中也有中药专业毕业生活

跃的身影# 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从

事与中药相关的商业和服务业!其中有毕业生开创的

环保创意公司还中标承接了政府建设药园的项目# 香

港特区政府二零一五年施政报告决定!政府会筹划一

所由卫生署管理的中药检测中心!专责中药检测科研!

为中药安全$质量及检测方法建立参考标准# 中药学

学士学位课程的毕业生已经成为筹办香港中药检测中

心的主力# 可以说!香港浸会大学中药学学士学位课

程的毕业生在香港中医药行业已经崭露头角#

!""J

年!我曾给首届中药专业毕业生写过两句

话+'域外岐黄先行者!香江中药后来人(# 这既是我

对中药毕业生的期望!也是我们中药课程的办学方向#

如今!中医药将伴随着中国的富强而发展!伴随着中华

文化的传播而走向世界# 中医药学迎来千载难逢的大

好时机!对当今从事中药事业的有识之士来说!更是有

了一个一展身手的宽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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