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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成立於一九九八年，二十年來，
由最初只有三名教授及一個小型教學實驗室，發展至
現時三十多位教授、老師及具規模的教學設施，實在

有賴於歷任院長的領導、歷屆師生的努力，以及各方好友的支持，
感謝大家對中醫學院的關愛！

學院多年來致力於栽培醫術、醫德兼備的中醫人才，過去二十
年來，學院培育了超過一千名優秀的中醫師，我們的畢業生在
中醫界各領域中，包括：臨床、科研、教學、管理、行政，皆
取得卓越成就，為香港中醫藥發展作出貢獻。學院特別重視傳
統中醫學的傳承，教學堅持傳統中醫理念，並設立了羅氏婦科
及中醫腫瘤學傳承工作站，未來將會開設更多的傳承工作站，
冀望年青中醫師能繼承前輩的寶貴醫學經驗，將傳統中醫學的
精華發揚光大。

除了教學方面，學院亦重視科研。學院設有研究實驗室，進行
多項科研課題，未來會全面提高研究水平，包括：中醫藥基礎
研究、臨床研究和中醫傳統理論研究，並開拓更多國際性的合

作網絡，提升學院在海外與內地的知名度。

過去二十年，學院建立了穩固的根基。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努力耕耘，同心協力，為中醫學院及香港
中醫藥發展，開創更輝煌的未來！

梁挺雄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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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 

  欣闻贵院成立二十周年，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向全院师生员工表示

亲切的问候！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自建院以来，秉承“栽培既能谙熟中医理论，

又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师”。经过 20 年的发展，已建成中医学科门类

较为齐全，研究方向稳定的中医高等学校，为香港培育了一批有学养、

有医德、有使命感的中医人才，为香港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推

动了内地与香港的中医药学科交流，为中医药高等教育、临床和科研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促进了国家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 

我们相信，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必将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科技创新

水平，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人才、技

术优势，为香港人民的健康提供优质的中医药医疗服务；进一步加强内

地与香港的中医药学科交流、人才交流；为中医药教育、临床、科研和

产业化建设提供更新更广的平台。 

天津中医药大学与贵单位之间有着兄弟般深厚的友谊。在今后的发

展中，衷心希望我们同心携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进一步增进友谊，

不断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创造中医药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衷心祝愿贵院以建院二十周年为契机，大展宏图，再谱华章！  

 
中 国 工 程 院  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  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  校长 

                        2018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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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成立於 1998 年，為本港三所提供中醫課程的大專院校之一。

 
使命：

1. 致力栽培既能諳熟中醫理論，又具備現代醫學知識的中醫師，為香港培育一批有學養、有醫德、有使
命感的中醫人才，以承擔中醫藥事業持續發展之重任。

2. 為在職中醫師提供持續進修專業課程，加深他們對中醫藥學的知識。

3. 積極向公眾推廣中醫普及教育。

今昔對比：

1. 職員人數 :                              2. 學生人數 :   3. 課程數目 :

5

75

45

385

2

6

1999 年     2018 年 1999 年     2018 年 1999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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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設施

1999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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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診所

1999 年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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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院提供的課程 :

1.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自 1999 年首屆中醫學學士課程入學，至今已培育出逾一千名畢業生，成為香港新一代中醫人才，承擔
中醫藥事業持續發展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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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中醫課

打好傳統中醫學根基，兼備現代醫學基本知識

豐富的學習活動

導修課

針灸實驗課 中醫保健養生學
運動養生

中醫保健養生學 - 
食療設計比賽

課程特色
堅持傳統中醫理念，培育高水平中醫師
中大中醫教學堅持傳統中醫學理念，透過啟導的方法，讓同學探索傳統中國文化的內涵，培養他們運用
傳統中醫的思維方法。學生在老師指導下進行傳統中醫或現代醫學研究，期望同學能繼承古學，在當今
醫療體系中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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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課

高陞街 ( 藥材街 )
參觀

行山認藥

理論與實踐結合，早臨牀、多臨牀的課程安排
為使中醫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學院把臨牀訓練貫穿於六年課程之中，包括臨牀前期的課間見習，以及
最後一年半的實習。見習從一年級暑假開始，每學期均有臨床見習課，總見習時數約 300 小時。實習
從五年級下學期開始，為期 1 年半。見習實習地點包括內地中醫院及本地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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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網絡支持 開闊學生視野
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於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均有密切的交流網絡。在教學方面，香港中文大學的各臨牀
醫學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等，為課程提供優質且專業的教學支援，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專家，
啟發思維、開闊視野。在臨牀方面，學院除了有自設的教學診所作臨牀訓練外，更與本港及內地多間中
醫門診和教學醫院有合作協議，為同學提供不同的訓練場所及畢業後的就業機會。

中文大學各臨床醫學系教學支援
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藥劑學院、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微生物學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本地見習實習基地：
（1）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專科診所暨臨床教硏中心
（2）仁愛堂綜合中醫診所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3）東華三院廣華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心 
（4）那打素中醫服務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5）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牛頭角）
（6）基督教靈實協會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將軍澳）
（7）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 元朗 )
（8）博愛醫院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 沙田 )
（9）鄰舍輔導會錢仲展紀念中醫診所
（10）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中西醫結合醫務中心 ( 沙田及中環 )



33

內地見習實習基地：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分院、深圳市中醫院

學生交流：
學院致力為學生提供交流機會，讓同學了解不同地方的中醫文化及中醫學習氛圍，包括：湖南中醫藥大
學、貴陽中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台灣中國醫藥大學、中山大
學等。近年亦與多倫多大學合作，每年均派學生到當地交流一個月，了解西方國家中西醫結合情況。

京港澳中醫藥
學生交流營

北京中醫藥
大學交流

浙江中醫藥
大學交流

中山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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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經常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每年暑期開設的英語中醫課程，深入淺出地講解中醫藥文化，深受
外國大學生歡迎。

學生社會服務：
除了醫學知識，學院亦重視培養同學的德育情操，積極鼓勵同學參與社會服務，運用所學的知識服務市
民，向大眾推廣中醫。

耳穴體驗活動

長者大學體驗課

長者八段錦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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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典禮：
自 2014 年，學院每年均會舉辦「新生白袍典禮」。新生在親友及師長的見證下，宣讀誓詞，承諾恪守
醫者的專業操守，藉白袍加身儀式，令同學領略身為醫者肩負照顧病人性命之重責，勉勵同學成為醫術
與醫德兼備的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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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課式碩士課程
包括：全日制中醫學碩士課程、兼讀制理學碩士課程 ( 中醫學及針灸學 )

全日制中醫學碩士學位課程
學院於 2000 年開辦中醫學碩士課程以及錄取首屆學生，為有志於修讀中醫學課程之非中醫專業大學畢
業生提供訓練。本課程為全港唯一被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認可的中醫全日制碩士課程，畢業生可申請
參加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執業資格試。

兼讀制理學碩士課程 ( 中醫學及針灸學 )
學院於 2003 年開辦理學碩士課程，為兩年兼讀制形式，旨在為有意持續進修的在職人士提供中醫專業
進修平臺。課程按內容分為兩個專科方向：中醫全科和針灸科。學員可選擇其中一個專科修讀。

3. 研究式碩士及博士課程
為已取得學位而又對從事中醫藥研究有興趣的人士提供研究課程。
專研範圍包括：
• 中藥藥理、生物和生化研究
• 中醫藥之實證醫學和臨床研究
• 針灸臨床和實驗研究
• 中醫文獻及基礎理論研究
• 植物類藥物及保健品之研發
• 中藥質量控制及植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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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憑及證書課程
學院一直致力培訓中醫專業人才，過往曾開辦不少文憑及證書課程，包括：中醫學進修文憑課程、中醫
骨傷推拿文憑課程、中醫骨傷推拿高等文憑課程、醫療及護理專業人員中醫文憑課程、中藥材鑑定證書
課程、中藥配藥證書課程、針灸學證書課程、醫護人員中醫學證書課程及中醫藥證書課程等，畢業生人
數超過 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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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學設施及電子教學工具
教學設施

針灸骨傷教
學實驗室

多用途教學實
驗室

￭ 實驗室設有百子櫃，藏有數百種中藥，供同學學習中藥之用。

￭ 既可讓同學溫習閱讀，也可作為小組討論的地方。

閱讀室

學生休息室

￭ 栽種了中藥品種二百餘種，附以品種名稱、藥用價值等資料，學生可利用藥園作實地認識中草藥的教材，亦可
供研究用途。中大校園亦廣植藥用植物，除供觀賞之外，還可作普及推廣中藥知識。

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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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學工具

￭ 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立了「中醫古典文庫」，將珍貴的中醫古籍數碼化，
其中包括不少善本及珍本。除可保存古籍資料外，更為中醫藥研究和教
學帶來便利，方便讀者在網上閱讀。

￭ Coursera : Everyday Chinese Medicine
中文大學於網上大型學習課程平台 Coursera 設立首個英
語中醫課程，供全球各地人士報讀，期望將中醫藥文化
及中醫學基礎知識推廣至海外。

中藥學習遊戲
app

經絡顯示器

網上病案

中醫古籍
電子版

網上英語
中醫課程

￭ 名為「煲中藥」的手機應用程式遊戲，內容包括常用中藥的詳細資料、飲片圖片、記憶
閃卡及學習遊戲，有助於學生學習中藥。

￭ 「經絡顯示器」為手機應用程式，使用了擴增實境科技 (Augmented 
Reality) ，務求將國家級規範教材《經穴學》教材立體化。

￭ 輯錄真實病案，讓學生練習診
斷疾病及辨證論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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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學院與全球院校建立合作網絡，在教育、科研方面互相交流。

與學院密切合作的院校包括：
湖南中醫藥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深圳巿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 ( 台灣 )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學院
中國中醫藥科學院西苑醫院
山西中醫藥大學
台州學院醫學院 ( 浙江省 )
暨南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
中國海洋大學
深圳市人民醫院
University of Verona (Italy)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
Ja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 (Germany)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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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中醫師培訓
學院積極為在職中醫師提供持續進修專業課程，加深他們對中醫藥的知識。二十年來舉辦了超過六百次
進修學分講座。

向公眾推廣中醫
學院積極向公眾推廣中醫普及教育，定期舉辦健康講座及展覽，讓市民對中醫藥有正確的認識。

科普講座

在職中醫講座

《千金要方》
飲食治療與

養生
嗇色園八段錦

講座

健樂中醫藥
健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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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展覽

電視訪問

中醫藥展覽

香港失明人互聯
會香囊工作坊

中醫保健
同樂日



報紙、雜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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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院除了作為一個中醫教學基地，亦重視研究工作。學院設有
研究實驗室，進行多項研究課題，包括中藥化學成份之提純與鑑定、
中藥分析及標準化研究、與及中藥藥理研究等。本學院亦與醫學院
合作，進行臨床測試研究。現正進行中之研究計劃包括：

研究計劃 研究團隊 資助撥款
Exploring Isorhynchophylline as a 
Novel Anti-Alzheimer's Disease Agent: 
In Vivo and In Vitro Evaluations on Its 
Efficacy and Action Mechanisms

探索異鉤藤鹼作為一種新型抗阿茲海默病
的藥物 : 評估其體內和體外藥效及作用機
理的研究

Lin ZX (PI), Han YF, 
Lin G, Tsim KWK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優配研究金撥款

The effect of neobavaisoflavone on 
bone formation in delayed union 
of bone fracture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tic study

新補骨脂異黃酮治療骨折延遲癒合及其機
理的研究

Lin ZX (PI), Chan FCW,
Lee KM, Leung AWN, 
Li G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優配研究金撥款

Functional role of a newly identified 
long noncoding RNA in mechanical 
unloading-induced skeletal muscle 
atrophy

一個新發現的長鏈非編碼 RNA 在失負荷
性骨骼肌肉萎縮中的作用

Zhang B (PI) & Zhang G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優配研究金撥款

Functional role of Plekho1 within 
osteoblast in regulating BMP signaling 
and bone formation during age-related 
osteoporosis development in both 
genders

成骨細胞內 Plekho1 在兩性增齡性骨質
疏鬆發展過程中調節 BMP 信號通路及骨
形成的作用

Zhang B (PI), Leung AWN, 
Zhang G, Zhang L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優配研究金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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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 研究團隊 資助撥款
Role of a newly identified long noncoding 
RNA in sarcopenia

一種新發現的長鏈非編碼 RNA 在老年性肌肉
減少症中的作用

Zhang B (PI), Leung 
AWN, Wang H, Zhang, 
Ge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優配研究金撥款

A randomized, single-blind, controlled 
trial of electro-acupuncture for the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gallstone 
diseases

Wong W (PI), Wu JCY,
Sun W, Lau AYL, Sit 
RWS, Lee KF, Chong 
CCN, Ching JYL, Abrigo 
JM, Wu XY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Fund (former 
HHSRF)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The role of huperzine A in treatment of β 
amyloid associated-neuropathology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uan Q (PI), Lin ZX, Wu 
W, Leung AWN, Zee 
BCY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Fund (former 
HHSRF)

醫療衞生研究基金
Preclinical Studies of Modulatory 
Effects of Magnolol, Honokiol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Neuro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Beta Amyloid 
Associated-Neuropathology: Exploring 
Its Therapeutic Potential for Alzheimer's 
Disease

厚朴酚 , 和厚樸酚及其組合用於治療阿爾茨
海默病：基於對神經認知功能障礙和 β- 澱
粉樣蛋白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研究

Xian YF (PI), Lin ZX, 
Cheng CHK

Research Committee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CUHK

直接資助計劃

An online demonstration of identification 
skill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Ng CS (PI), Jiang Y, 
Chung WY, Koon HK, 
Lam YM

Micro-Module Courseware 
Development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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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主辦科研國際會議

2018.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rain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Degeneration 
and Repair 
退行性病變與修復──中醫藥防治腦病國際會議

2014.12
2014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todynamic Therapy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光動力治療暨轉化醫學國際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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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佈會
中大中醫學院與博愛醫院中醫服務攜手進行臨床研究，利用科學方法了解「腹針」治療頸痛的成效。

中大研究顯示針灸可改善長者認知能力及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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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研究中心
腦研究中心於 1999 年在香港與中國內地從事神經科學的研究團隊第一次會面後成立，目的是促進香港
中文大學（中大）醫學院及中國內地的研究合作。當時，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
解剖系作為研究合作的先峰，姚大衛教授成為腦研究中心的主任。隨著時光流逝，腦研究中心跟內地很
多不同院系機構，包括軍事院校、大學及工業機構等，成為合作夥伴，孕育神經科學方面的科研合作。
自 2017 年起，腦研究中心成為中醫學院的成員。

學術著作
學院編寫了一套《中國醫藥文化叢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包括《中醫文選》、《中藥學發凡》、
《中醫臟腑概說》、《成方新編》、《本草研究入門》及《飲膳正要新編》，共六冊。
此外，中醫學院教授們亦多有著述，先後出版專著數冊，《食物本草點評》、《中國醫藥文化叢書》、《香
港草藥與涼茶》、《回回藥方》、《杏林史話》、《中醫論壇》、《中藥詞彙》、《現代中醫藥之教育、
研究與發展》、《香港醫療體制的前瞻》、《針灸臨證指要》、《延緩衰老的中藥應用》、《臨床中醫
方藥學》、《完全健康手冊》、《梁頌名－方劑學講義》、《黃帝內經爭鳴論壇》、《周易占卦解密》、
《要穴八十一﹕傳統應用與現代實驗》、《蕭山竹林寺婦科秘方考三家譯注》、《The Cultural Fabric 
of Chinese Medicine》等，均甚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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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是醫學生的搖籃，見證我們每一位學生成長過程中必不可
少的地方。每天走過李時珍像，在帶教老師的身旁、在病人的
面前，試把脈，抄處方，協針推，寫病歷，還記得這段經歷嗎？
近二十年來，隨著學生人數，老師團隊，以至服務需求都不斷
增加。隨著李慧珍樓啟用，位於信和樓的診所亦於 2016 年擴
充並重新裝修，並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專科診所暨臨床
教研中心」，各項軟件及硬件裝備得到提升，以應對求診療服
務及帶教需要，盼成為最理想的教學診所。

診所新面貌

1. 診所空間：診所面積由 2001 年最初的「單診室、小藥房、小櫃台、
骨傷房」(80 平方米 )，擴展至信和樓一樓全層 (450 平方米 )。目前診所
共有內科診室六間，針灸骨傷診室兩間，及一間專科診室，能容納最多 9
位醫師同時開診。治療區採用開放式設計，使空氣流通，又方便床位共用，
亦能容納天灸等大型保健活動。病人候診區亦增大了，可讓 20-30 位求診
人士等候。

2. 醫療團隊：診所目前邀請超過 30 位不同資歷的醫師輪流出診，合共
提供每周約 70 節內科、針灸、骨傷及推拿科診療服務及帶教工作。此
外，診所亦應合為未來專科化發展，將計劃成立專科傳承工作室，例如在
2017 年成立了「嶺南羅氏婦科流派香港中文大學傳承工作站」，為日後
中醫婦科的專項研究提供平台。

3. 藥房：擴充後的藥房能提供有近五百種飲片，以及三百七十多個單味
及複方顆粒劑；恆溫、恆濕的倉庫能容納數月至半年的藥物儲備，充份應
付不同醫師的用藥習慣、不同病證的臨床需要。此外，診所自裝修後添置
三台自動煎藥機，提供代煎中藥服務，為求診人士提供多一種服藥選擇。

4. 電子化管理流程： 診所分階段引入電子化管理，向大學本部租用兩
台虛擬伺服器 (VM)，提供病人預約平台、電子病歷、輪候叫號及實時庫
存顯示，大大提升診所運作效率。從服務而言，求診人士可在網上登記、
自助預約、查看醫師應診時間，提交重配藥物申請等，比起過去經電話或
親臨查詢更為便捷。

5. 跟診：實施電子化管理之後，在校學生可透過內聯網查閱見習空缺，
查閱課業見習及實習編排，亦可登記預約在課餘時間額外見習。診所亦有
接待海外交流生見習。此外，學院於 2017 年推行「名譽研究助理」，為
近期畢業的校友提供跟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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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名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創院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客座教授。梁教授從事中藥學、方劑學教學、
科研和中醫臨床工作近六十餘載，是全國著名中醫方劑學專家。出於對中醫的熱愛，對中醫傳承、傳播
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香港及內地中醫文化的交流促進，梁教授捨棄了在內地的極力挽留及優越待遇，
於 1998 年隻身來港，身先士卒，開闢了香港中醫的新天地，見證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發展二十載。

從無到有　從小到大
梁教授憶述中醫學院成立初期環境配套很不理想，當時全學院面積只有約 2000 平方尺，院長有一個細
小的辦公室，而作為創院教授只能被安排一張工作枱處理事務，十分艱苦。後來經過多番爭取之下，學
院大本營移師到信和樓，情況稍為好轉。近年得到前任校長沈祖堯教授的理解與支持，中醫學院終於得
到擴建，規模初具，但作為一所學院，配套未夠完善，仍要不斷改進。身為全國著名中醫方劑學專家，
梁教授認為學院應設立中藥標本室，收藏不同中藥標本如「臘葉標本」、「保色標本」、動物標本等，
充實中藥學習。

尊師愛生
梁教授為人風趣幽默，喜歡在課堂中穿插一些小玩笑，引起學生對課堂興趣，又會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
提高學生關注社會對中醫的看法及認識。梁教授習慣在已準備好的講稿上加以發揮，啟發學生多方面思
考。在講課時亦不忘提醒學生將來行醫要對病人負責，要講醫德，不可只著重業務，在「教書」之餘亦
「教人」。因此，梁教授十分強調課堂管理，堅持學生要出席聽課，對此絕不妥協，否則學生會損失學
習的機會，頗有學者之風骨。

梁教授在這二十年裡竭盡心力，付出的無數心血與時間，為香港培育了多批中醫接班人，對此最感驕傲
及欣慰。他評價歷屆中醫學生整體都很乖巧，而且認真學習，尊敬老師。梁教授分享在方劑學課堂講解
方義時，總會抽問學生一些學習過的中藥知識，如學生忘記了，就會督促學生回去複習，要將「藥」與
「方」更好的聯繫起來。又叮囑學生要熟讀中醫基礎理論，只要有良好基礎才能悟出道理，靈活運用方
藥，處理日後奇難雜症，可謂語重心長。

寄語中醫學院
回顧香港中醫藥的歷史發展，由回歸前不承認中醫、中藥只當是保健食物、未有合法地位，到回歸後開
始重視中醫藥發展，將中醫藥教育納入大學體系，正式在大學成立中醫學院、中醫藥學院，是一個重大
的轉變。梁教授希望日後能爭取到中醫與西醫能平起平坐，待遇一樣，將中醫納入香港公營醫療制度，
才能徹底改變中醫在香港的地位，這需要不間斷去爭取。中醫學院教育管理方面亦要力求改進，學生要
爭氣，努力學習，表現要好，提高自己的水平，相信中醫的前途才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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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外主教授
孫外主教授從事針灸學臨床、教學及研究工作數十年，曾任深圳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及廣州中醫藥大學
教授，自 2003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擔任客座教授，負責針灸科及內經的教學工作。其時正好
是香港中醫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認為，早年政府的政策尚不理想，中醫只是草醫，只靠民間的力量推動；
隨著回歸以來中醫藥條例實施，那時候逐步看見香港的中醫進入正確的發展軌道，中醫才成為正正式式
的醫療隊伍之中，中醫學院就在這個背景底下成立。 

孫教授特別感謝創院院長江潤祥教授。他本身是生物學教授，同時對中醫及中國文化有強烈的愛好，不
斷了解和學習，堅信中醫是人類的生命和健康非常需要的醫學體系，經過一段艱辛的過程才能成立中醫
學院。 

學院對學生的要求嚴格，入學成績要求高，又安排入學面試；對教學團隊的要求也十分嚴格，相信要有
優秀的老師才能教好優秀的學生。「我感到中醫學院對教職員的條件很不錯，例如能安排就近的宿舍，
尤其是從內地來、當時年紀比我還更大的老師們，方便他們來到教室和學生交流。所以在這個條件下教
職員隊伍專業思想很鞏固，身心也穩定，能在教學中積極配合香港的學生的特點和需要。」香港的學生
特點的是甚麼呢？孫教授認為他們英文基礎好，比內地學生有優勢，接受西方科學的知識更廣泛、更即
時；但也有一些缺陷，他們對一般的古文及中華傳統文化知識略為差一些，「例如《內經》講課時，因
為涉及古代中國文化和歷史知識，需要適當地加插這方面的內容來彌補這個缺點，才能使學生對原文的
理解好一點。」孫教授認為學院在顧及學生特色，強調傳統文化這一點是成功的，學生經常看參考書，
組織自學小組，說明他們真的對這個學科有興趣。

孫教授對於針灸學發展的看法是：「針灸科是中醫裡發展最快的學科，簡便廉驗，有國際的影響力，受
到世界衛生組織重視。中醫學院裡的針灸算是獨立一科，但課時始終不夠，很多重要的課題也無法專門
系統地講授，只能順便提到。例如針灸現代重要研究成果，目前只能夠在治療學的幾個病種中順便提及，
而且教學內容往往受制於教材和執業考試的範圍。又例如針刺意外，就應該單獨專門地講授。我留意到
近年一些針灸意外如氣胸也跟年青中醫有關，除了個人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與教學不足有關。外國針
刺療效偏低，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太保守，一些有特別效能的穴位恐生意外而不敢用。針刺意外這個課
題，如不能單獨講，就不能引起重視。學生掌握必須技術之後，如果能有機會實踐一些較危險的穴位，
突破自己的限制，也有助針灸科的學習。 」

孫教授特別關注年青老師的發展。「我留意到中醫學院有很多年青的老師，雖然有出有入，但隊伍算是
穩定的。」孫教授期望每位老師能專注一個主要的學術範疇，做好專業發展規劃，整個教學隊伍才能向
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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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忠教授、吳建文教授、刁杏芳教授
黃志忠教授、吳建文教授、刁杏芳教授早年畢業於廣州中醫藥大學，2001 年加入中醫學院，是學院首
批本地聘請的中醫老師，二十年來盡心盡力，培育出不少優秀的學生。三位老師分別任教金匱要略、中
醫診斷學、溫病學及各家學說等科目，並在中醫學院診所擔任醫師及臨床帶教老師。

黃志忠教授 :「中大中醫學生勤奮、好學，畢業生水平高，無論在
學術工作、臨床診症及營運診所皆可獨當一面，且熱心服務社會，積極
參與慈善工作。希望在讀同學好好學習，將來服務社會，青出於藍。」

吳建文教授：「在中醫學院診所醫治過不少頑固疾病，如：銀屑病、
哮喘等，看到跟診的年青醫師及實習學生能掌握到這些病的治療特點，
很有成功感。中大中醫學生尊敬師長，好學不倦，中醫理論根基紮實，
是中醫界未來的棟樑。祝願中醫學院未來更進步，培養出更多畢業生回
饋社會及母校。」

刁杏芳教授：「我很榮幸能在中醫學院擔任老師，亦很感恩得到院
長、同事、同學的支持。學院有良好的學習氣氛，學生刻苦、認真的學
習態度令我印象最深，我對學生寫病案的要求很嚴格，以前診所沒有電
子病歷，學生寫病歷如有超過 3 個錯處，即要重寫，同學們不但不覺得
辛苦，還很感謝老師的教導，跟我說：「老師，其實你比我們還辛苦呢！」
學院的學生都很尊敬老師，畢業後仍與老師聯絡。看着這些學生由初入
中醫之門的年青人，到畢業後出來行醫，醫術慢慢成熟，治好不少病人，
能運用一己之長回饋社會，實在感到欣慰！今年學院 20 周年，我祝願學
院的中醫教育繼續發展，培育更多中醫人才，將中醫藥文化發揚光大，
亦期望學院的學生醫德醫術兼備，既有廣博的學識，又有服務市民的熱心，
並祝各位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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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本地畢業的中醫老師 

梁晶校友
梁晶校友，本院首屆畢業生，2004 年中醫本科畢業，2009 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現為中醫學院專業顧問、
診所管理委員會主席。在中醫學院成立以之初，由本科生、研究生、講師到專業顧問，一直留校服務，
堅負傳承中醫，薪火相傳之重任，故眾人尊稱為「晶師姐」，現為《溫病學》、《中醫內科學》等科目
的授課老師。梁博士專注呼吸科研究，開展肺塵埃沉著病中醫治療先導計劃，並出任肺積塵互助會專業
委員及名譽顧問、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呼吸病醫學研究會理事長，更計劃籌備呼吸科傳承工作站。

1. 談談你的專科發展路向 ?
隨著近年香港中醫的發展，香港年青一代的中醫師有必要進一步提升醫術，尤其是在香港的中醫不能混
用西藥，更需要發展自己的特色。尚記得畢業後有幸跟隨梁直英教授，參與中醫藥治療肺積塵病的臨床
研究，能夠服務一群對曾參與本地早年大型基建的肺積塵病人，感到甚有意義，於是在研究計劃完成後
繼續維持這個計劃。後來，學院有幸邀得廣東省中醫院呼吸科主任林琳教授任教，便乘著這個機會回廣
州跟診學習。近年中醫學院教學診所升格為專科診所，並成立專科傳承工作站，得到這啟發，便有意籌
備呼吸科傳承工作站，培訓新一代具備更佳技能的中醫師。

2. 你覺得中大中醫的學習是怎樣的 ?
我很感恩過去中醫學院得到的「精英教育」，得到多位殿堂級的教授和老師栽培，師生關係密切，都是
同時期國內院校學生所不能比擬的。由創院院長江潤祥教授面試的當天起，到本科課程得到梁頌名教授、
陳群教授、賴新生教授等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的知名專家任教，又能安排在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能跟隨合陳鏡合教授、靳瑞教授等頂級專家實習，都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後來攻讀研究生期間，有機會
到廣華醫院與西醫合作，以及到其他大學的實驗室工作，能夠和不同領域的專家交流，獲益甚豐。

3. 你對一眾師弟妹有何寄語 ?
我很能感受到師弟妹們對執業試的壓力，例如在任教《中醫內科學》時，大家已把精力放在教材版本之
中，又很早按照執業試的規格備試，使學習內容和眼界收窄，甚為可惜。其實中大中醫學院提供很優厚
的學習條件，而且實習時間最長，理應能讓學生放開眼界，看看臨床各種各樣的病種，再按照自身興趣
鑽研某一方向，把自己的中醫特色展現出來。近年中醫學院推出計劃，讓校友回來學院跟診，寄望各位
師弟妹們繼續努力，成為德術兼備的新一代香港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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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仁醫
李家麟校友 2006 年中醫本科畢業，畢業後開設診所，一天看到電視節目介紹榕光社幫助無依無靠的長者，
深受感動，主動找榕光社提出義診計劃，從 2011 年開始，他在榕光社黃大仙服務點義診，每月兩次為
長者免費看病。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李家麟為深水埗的一個無家者看病，他發現附近的無家者大多一
身病痛，身體狀況差，燃點起為這群被社會遺忘的貧弱大眾紓解痛苦的念頭。此後，李家麟每星期四都
會到深水埗橋底為無家者、吸毒者、附近街坊長者義診，風雨無阻。起初，他獨自一人背着藥粉和針灸
工具，隻身走入橋底開檔，經過多年的努力，現時已發展至擁有專車的醫療團隊，恆常參與的有 2-3 位
醫師及數位中醫學生義工。

1. 在學習中醫過程中，有甚麼是令你最得到啟發的？
在中醫學院實習時，跟林冠傑老師學習，除了學到傳統骨傷科手法，更了解到與病人溝通的重要性。當
時社會上極少年青醫師，病人普遍認為年青醫師經驗淺，求診時大多會選擇年老醫師，而林冠傑老師雖
然年輕，卻得到很多病人的信任，這與他的專業醫術及與病人溝通的技巧不無關係，我當時在老師身上
學到：如何做到既專業，又能與病人打成一片。正因為在學時跟診多，畢業後已有信心獨立行醫。我認
為書本的知識固然重要，但更要緊的是臨床學習，只有到了臨床，才能學到如何運用書本上的知識和與
病人溝通的技巧。
 
2. 你對中醫學生有什麼期望？有何寄語給師弟師妹？
我的診所聘請過不少剛畢業的醫師，感覺上他們的處境比我們當年的困難，市場競爭大，病人要不就選
老一輩跟師傅的中醫，如想選新一代學院派的中醫，又已經有一批早年大學畢業的醫師。新畢業的醫師
需要堅定的意志才能繼續走臨床的路。我認為一位中醫需要三個重要條件：一是醫術，二是醫德，三是
口才。三大條件缺一不可，我曾見過醫術、醫德兼備的醫師，卻因為口才不行，與病人溝通不善，結果
病人都不來看病，最後放棄了做臨床醫師。當然，光有口才，卻無療效，也不可以。只要對中醫有熱誠，
好的醫術是遲早都有的，但是與病人溝通技巧卻是一開始就必須具備。我建議師弟師妹在學時多訓練自
己的溝通能力，課餘時間可以做一些中醫專業以外的工作，涉獵不同範疇，多與不同人接觸。

3. 你對義診、社會服務有何計劃及展望？
深水埗義診已做了七年，我計劃兩年後退出前線，交給年青醫師接手。我感覺到深水埗街頭義診能幫助
的只是一百幾十人，所以我在想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擴大義診服務。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一個
核心小組，統籌義診服務。我們計劃成立一個義診網絡，目標是全港十八區都有義診醫師，服務各區有
需要的貧弱病人。現時已有一個 Whatsapp 群組名為 「有所醫」，群組內有三十名義診醫師，如發現
某區有病人需要義診，便會在群組內發出邀請，該區的醫師便去應診 。畢竟 Whatsapp 群組接觸面不
夠廣泛，我們現正發展一個「義診醫師與病人配對」的 app，如市民、社工或團體發現有義診需要的病人，
可在 app 內報告，義診醫師看到後可按個人時間及地點去回應。曾有一病人在東涌，我以為這麼偏遠
的地方，難找到義診醫師，誰知道一出義診邀請，很快就有兩位醫師回應，還要先到先得呢！當然，接
受義診的病人必須是經濟上及病情上都乎合需要的。我們的目標是招募全港十八區，共 150 名義診醫師。
如果各位校友有興趣參與的話，可以與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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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中醫
李廣冀校友，2006 年中醫本科畢業，2017 年取得南京中醫藥博士 ( 外科皮膚科 ) 學位。畢業後開設私
人診所，常獲電視、電台及報章邀請擔任中醫顧問。李醫師筆名為火柴人醫師 ( 柴醫 )，致力於將中醫
藥文化精髓向大眾闡釋，以有趣的漫畫與文字筆觸解說中醫知識，妙趣橫生。著作包括《熱血中醫》、
《中醫巴打教你打造女神好體質》、《袪濕解碼》 ，目前在《AM730》連載「柴醫鬆一鬆」專欄。

1. 據知你一直以來活躍於不同媒體，從不同面向推廣中醫，可否分享一下過去和目前的
工作 ?
我畢業之後在 NGO 工作約 4 年半之後，感到在機構服務有一定的局限，便毅往私人市場開展一番中醫
事業，現時分別獨資及合資經營中醫診所。行醫十多年以來，有感「年青」屬於這一行的絆腳石，未必
能取信於社會大眾，故如果有機會讓人認識我更多，透過接受各個報章雜誌採訪，以增加曝光機會，對
行醫事業也有幫助。現時除了 AM730 連載之外，主要活躍在自己的專頁之中，亦有定期《都市閒情》
和香港電台訪問。

我在中學時已有畫畫，習醫以來就想如何把自己的技能和中醫結合，工作第二年時，已定期每星期兩次
在《蘋果日報》投稿，想一個主題，寫一段文字，畫一幅畫，漸漸很快就想出主題，畫功亦有進步。我
覺得透過接受採訪，也能夠鍛練自己搜集資料，整理表達思路的機會，日子有功，便能把複雜的中醫理
論簡短地講出，讓沒有中醫知識背景的受眾輕易明白，這正是行醫過程中最需要展現的溝通技巧，和醫
術、醫德並濟，缺一不可。

2. 能分享在學期間的趣事或難忘經歷？
《熱血中醫》正好全部收錄我在習醫期間的趣事或難忘經歷。還記得當時要施行蜂針，
每天在捉蜜蜂 ( 請看看我的書吧 )。一件難忘的是，記得有一次實習，當天病人很少，
醫師樂得清閒，叫我們自己看書好了；心想，如果畢業後當中醫也是這樣空閒就大
問題了！要想辦法不能這樣，於是就激發自己如何透過文字、圖畫，開拓宣傳空間，
在競爭大的環境下，算是找到謀生的出路。

3. 有甚麼希望與師弟妹分享？
記得在出版《女神好體質》時我曾回來學院跟師弟妹分享，奈何同學似乎對媒
體創作不是很有興趣。想分享的是，現實社會是殘酷的，畢業只是起點，比你
懂得更多藥物、熟悉更多醫理、醫術比你好、才華比你多、與媒體關係更密切
的人比比皆是，但只要時常保持積極學習的心態，具有謙虛的心，肯花時間學習，
就會一帆風順。



60

中醫資訊平臺開發者
方顥澄校友，2014 年中醫學碩士學位課程（全日制）畢業。畢業後致力於開發「中醫在線」平臺及中
醫電子病歷系統。現時為香港中醫藥業聯合會理事、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秘書。 

1. 為何會選讀中醫？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醫碩士學位課程（全日制）讓我有機會在修讀其他專業的情況下銜接獲得中醫師資格
的渠道，對自己的職業路線的安排有很大幫助。我的父母是中醫師，為了繼承家庭事業，也希望能為中
醫界做一些貢獻，我想單純學習中醫是不足夠的，必須同時透過其他有用的專業拓闊自己的眼界。當知
道有此課程後，我毅然決定先以 5 年時間修讀工商管理及電子計算機兩個專業，再花費 4 年時間修讀中
醫碩士，共 9 年時間來籌備自己的中醫事業。

2. 學習中醫的過程中，有什麼是令你感受最深的？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在學院遇到很多好老師，而梁頌名教授是我最敬重的老師之一，也是對我影響最深的
一位老師。中藥的基礎知識正是中醫高樓的根基。梁教授力求盡美，每日完善理論，教導學生也不遺餘
力，在年屆退休年齡後仍努執教棒，作育英才。他的循循善誘及教學熱誠是良師的完美典範，最能感染
人心。在中醫學院的學習是人生中的一個最要里程碑，不論是在知識、專業、生命中也是揭開了一個重
要的新章節。學習中的人和事也會成為我價值觀的重要一環。所以在中醫學院中學習是繼我從事中醫藥
行業的雙親後，在我中醫藥工作及生活中影響深遠的一個搖籃。

3. 你為何會開發「中醫在線」及中醫電子病歷系統？　
我們希望為中醫提供一個低廉而能貼合業界需要的電子系統。我們的病
歷系統是免費提供給使用者的，這樣能有效提高中醫業界的工作效率，
減輕投身中醫業的（創業）成本，讓中醫的發展更快。我認為要提高中
醫界的影響力，必須要在社會製造迴響，只要越來越多的中醫診所開設，
讓更多的大眾能接觸中醫，才能普及中醫。現時已有一些連鎖中醫診所、
非政府機構（NGO）及 400 多名中醫師選用我們系統。我們的理想是營
造一個中醫業界的資訊平臺，讓更多中醫師能在工作外接觸到我們業界
的消息，多關心我們業界動向，才能齊心協力發展香港的中醫藥。另一
個開發理念是希望推動中醫數據化的發展。中醫給人的詬病是不夠科學，
但我覺得所謂的不夠科學是因為現在的科學研究方法並不適合印證中醫
藥的理論。相反透過整合病歷，一方面能保障病人的病歷完整性，改善
療效，更重要的又能以「樣本數」這一個研究方法來印證療效質素，望
能從大量的數據整合中找出更適合中醫藥的統計方法。

4. 有何寄語中醫學院及莘莘學子？
中醫學院正在積極的發展，絕對有利學生的學習，教學團隊也越來
越強大。自強則萬強，要中醫藥行業強大發展，我們投身中醫界的
人也需肩負發展的重任，不能單純以一個工作看待，中醫藥既是中
國文化的積累，也是銜接及擴闊現在醫療理論上不足的節點，確實
是有存在的價值。我看到業界有不少有心人士在不同的層面也積極
推動中醫藥，我們大家作為直接傳承的一員，更不能獨善其身，需
要努力思考，寓工於樂，在學習上要上心，在工作上要用心，在發
展上要盡心，合力推動我們的中醫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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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高質素本地中醫人才

2. 開拓中醫優勢病種和發展臨床教研基地

3. 全面提升研究水平，包括中醫藥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和中醫傳統理論研究

4. 與內地中醫藥院校合作，成立更多中醫學術傳承工作站

5. 進一步提升學院在海外與內地的知名度，開拓更多院校的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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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畢業生照片
2003 - 2004 年度

2005 - 2006 年度

2004 - 20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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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2007 年度

2008 - 2009 年度

2007 - 200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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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0 年度

2010 - 2011 年度

2011 - 20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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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 2013 年度

2013 - 2014 年度

2014 -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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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6 年度

2016 -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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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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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院慶活動
2017 年 9 月 28 日 - 2018
年 1 月 30 日 

「 岐黃古籍展新姿 - 莊兆祥教授藏中醫善本古籍」展覽

2018 年 1 月 - 2 月 20 週年標誌設計比賽

2018 年 3 月 - 6 月 20 週年院慶講座系列中醫專題講座 - 經方臨床運用

2018 年 5 月 19 日 中藥藥理研究進展研討會

2018 年 5 月 20 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與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合辦「中醫藥臨
床研究前沿與創新學術論壇」

2018 年 6 月 14 日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with Artesunate as 
Anticancer Drug Distinguished Lecture

2018 年 7 月 26-28 日 退行性病變與修復 – 中醫藥防治腦病國際會議

2018 年 7 月 29 日 20 週年院慶講座系列中醫專題講座 魏鳳坡學術傳承 - 雙穴同時進針
與行針法的應用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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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院慶活動
2018 年 8 月 12 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 校友臨床經驗分享會

2018 年 8 月 26 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及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主辨《中醫學術理論及
經驗傳承研討會暨古今中醫名家學術研究會就職典禮》

2018 年 11 月 24 日 中醫學院二十週年校友同樂日

2018 年 11 月 25 日 馬瑞潔傑出訪問學人計劃 - 中醫名家學術論壇
「談談中醫藥治療慢性腎臟疾病的幾點體會」

2018 年 11 月 25 日 20 週年院慶晚宴

2018 年 11 月 26 日 馬瑞潔傑出訪問學人計劃 - 中醫名家學術論壇 「學好經典指導臨床」

2018 年 11 月 27 日 「點滴在心頭 – 與中醫學院一起走過的日子」分享會

2018 年 12 月 9 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與香港中藥從業員協會主辦 
「中藥知多一點點」

2018 年 12 月 16 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與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  「經方臨床應
用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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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
陳詩雅、鍾偉楊、官可祈、莫美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