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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醫藥教學 推廣中西醫協作
廣東藥王梁頌名：中醫藥優勢無可替代

責任編輯：呂俊明 杜樂民 美術編輯：劉國光

在香港推行中醫藥教學，歷來困難重重。畢生致力推動中醫藥
納入大學教育體系的梁頌名教授感受至深。梁頌名在香港回歸祖國

時已屆退休年齡，他仍接受中大中醫學院創院院長江潤祥
邀請，來港為中醫學院做 「開荒牛」 ，見證中大

中醫學院艱苦走過 「寄系籬下」 的崎嶇路，最
終成功爭取直屬醫學院。

香港的中醫院即將落成，梁頌
名教授期望當局能把該院地位提

升，進一步在中西醫結合臨床多
做工作，發揮中醫無可替代的
作用，造福病人。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許棹傑（圖、視頻）

新路向中醫藥

有 「廣東藥王」 之稱的中醫藥界權
威梁頌名教授，憶述江潤祥教授親自
「三顧草廬」 打動他的一段往事。他慨
嘆香港醫學一直由西醫主導，即使香港
已回歸祖國，當時中大醫學院對成立中
醫學院持反對意見，拒把中醫學院納入
醫學院。中醫學院成立之初變成 「孤兒
仔」 ，要解決沒有直屬學系的問題，
「無學系接收不能成事，江潤祥教授本
身是理學院的生物學系教授，經一番磋
商，中醫學院直轄於理學院門下，中醫
學院終於順利誕生。」

促成廣州中醫藥大學合作
梁教授說，中大中醫學院創辦之初

欠缺經費，與廣州中醫學院中藥系初成
立時一樣拮据。中醫學院的經費，要從
理學院轄下的化學系、物理系及生物系
等各學系慷慨撥出部分經費籌組而成。
「當時中醫學院教授只有我一個，辦公
地方是科學館南樓地下不足2000方呎的
一隅，院長辦公室很小，我這名系主任
的辦公枱，就放在院長辦公室門口便是
了，四隻字，艱苦創業！」

梁教授表示，頭幾任的中大校長不
重視中醫藥教學，直至內科及藥物治療
學系系主任、腸胃肝臟科醫生沈祖堯教
授被委任為中大第七任校長，中醫學院
的待遇才得以改善。

梁教授興奮說，他邀請沈祖堯校長
到中醫學院參觀，讓沈校長發現中醫學
院地方 「屈厔」 ，沈祖堯遂把建築學系

大樓撥作中醫學院的中西醫結合醫學研
究所，並把中醫學院歸屬中大醫學院旗
下，自此，中大中醫學院「名正言順」歸
納入醫學院發展至今。「正確的事，只要你
追求，一定成功。」梁教授自豪地說。

內地中醫全程參與癌症診療
致力栽培中醫藥學生的梁頌名，憑

其人脈，促成廣州中醫藥大學與中大中
醫學院的合作，由廣州中醫藥大學提供
學生臨床學習機會，其教授來港授課，
並邀請時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佘靖局
長，以及上海中醫藥大學嚴世云校長出
任學院顧問等，當時有多位行業泰斗拱
照中大中醫學院，教學質素迅速提升。
梁教授強調，中醫藥是一個體系，不能說
中醫藥輔助西醫，有指中醫藥較善於治
療慢性病，西醫治急性病，梁教授不認
同， 「中醫藥有5000年歷史，過去急性
病不是由中醫藥治癒嗎！所以香港應參
照廣州做法將中醫藥地位提高。」

梁頌名在港春風化雨25年，桃李滿
門，欣慰香港中醫地位已改善很多，
但與內地相比仍差距很大。
他坦言中西醫協作治療
在內地醫院已發展
相當成熟，尤其是
癌症治療方案，中
醫藥全程參與癌症
診療；反觀香港的
醫院現在才開始採
用針灸紓緩化療副
作用。梁教授希望
現任醫務衞生局局
長強化醫院中西醫
協作： 「局長盧寵
茂曾是深圳港大醫
院院長，應該對中
醫藥有認識，希望
他能對將落成的中
醫院地位提升，進
一步在中西醫結合
臨床多做工作。」

梁頌名簡歷
梁頌名教授從事中藥學、方劑學教

學、科研和醫療工作近半世紀，是著名中醫
方劑學專家，有 「廣東藥王」 稱號。

現現任任：：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教授

歷任歷任：：廣州中醫學院中藥系主任

中醫方劑學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務院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享受者

國家暨廣東省新藥審評專家

國家中藥品種保護審評委員會委員

國家麻醉品專家委員會委員

全國高等中醫藥教材編審
委員會委員

廣東中藥學會會長

◀梁頌名教

授在港教學
25年，桃李
滿門。

著作包括：

《中醫方藥學基礎》

《中藥學發凡》

《成方新編》

中藥檢測中心
鞏固香港品牌形象

質量管理

位於將軍澳百勝角的政府中藥檢測中
心，最快於2025年落成，並分階段投入
服務。檢測中心將研發一系列國際認可的
中藥及相關產品參考標準與檢測方法，建
立香港中藥品牌形象。

參與「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陳錦良表

示，中藥鑒別研究、指標成分分析及檢測
方法相關的研究項目， 「在確立中藥品質
及來源方面，相信檢測中心有重要角色，
政府投放資源和技術，與業界分享如何做
好中藥質量管理及標準，以協助藥廠及生
產商。」 陳錦良稱，政府牽頭做是好事，
始終業界未必有此條件去做好。

待百勝角的永久中藥檢測中心大樓興

建之前，衞生署已在香港科學園設立臨時
中心，並已於2017年3月起分階段運作。

檢測中心的中藥檢測、科研、培訓和
國際交流工作亦得到內地有關部委及科研
機構的支持。

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及其他科研
機構一直協助檢測中心推展香港中藥材標
準，即 「港標」 的研究工作，以進一步完
善中藥材參考標準。

檢測中心於2022年亦首次獲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邀請，參與 「第四次全國中藥
資源普查」 ，調查香港的中藥資源情況，
以配合建立全國中藥資源普查成果數據
庫。檢測中心的中藥標本館在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的協助下建設而成。

大公報記者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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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名教授（左）20多歲時在廣州中
醫藥大學利用老鼠作動物模型，測試黃
芪的補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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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氣，有財氣

龍眠山

為期六日的 「香港夜繽紛」
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效果好過預
期。有人主張趁熱打鐵，包括將
觀塘海濱發展為長期夜市；有人
認為維港最吸引人之處是景觀和
燈光，應設立高檔次的餐飲點，
而夜市可在周末舉行……。可見
夜經濟仍是社會熱點，但怎麼
搞，大家有不同意見。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回應有
關話題時表示，如果不做夜繽紛
肯定是零，做了才知道反應，再
根據反應考慮如何完善，需要調
整的地方便調整。他鼓勵用不同
方法、加入不同元素、在不同地
點多作嘗試，而市民反應是最佳
指標。概而言之，實踐出真知，
香港的夜市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
索、改進。這是科學的態度，也
是正確的方向。

事實上，大家都認同夜市有
助推動香港經濟發展，關鍵是要
做出香港的特色，滿足遊客的新
胃口，迎接旅遊業的新趨勢。維
港是香港的門面，也是最重要的

資產，如何將維港的價值發揮到
最佳？大牌檔、串魚蛋雖然有煙
火氣，接地氣，但一味賣50蚊六粒
魚蛋燒賣，也會欠缺吸引力，與
周邊環境未必協調，現有的衞生
條例也未必配合得到。以致有人
認為，在維港搞平民化的夜市是
將 「珍珠」 當 「膠珠」 。

但什麼才是 「夜市」 ？夜市
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可持續發展
的概念，餐飲只是其中一種元素
而已。例如，在夜市舉辦音樂
會、藝術表演、各種主題的展覽
等等，可令夜市活力十足。

香 港 搞 夜 市 可 借 鑒 別 地 經
驗，但不能生搬硬套，要將香港
中西薈萃的文化底蘊發揮出來，
讓外國遊客在這裏體驗 「中國
風 」 ，讓內地遊客在這裏體驗
「國際範」 ，同時為市民提供夜

間消遣娛樂之處。人有人氣，財
有財氣，夜市搞出特色，光顧的
人越來越多，產生更大的經濟效
益 就 是 水 到 渠 成 的
事。

掃一掃 有片睇

發揮香港所長 中醫藥大有可為
「跨界別關注中醫藥聯席會議」 近

日發表聯合聲明，就香港傳承、發展和
創新中醫藥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建
立獨立的管理架構 「中醫藥局」 。中醫
藥專家則建議香港盡快建立中藥師註冊
制度、加強與內地中藥臨床研究合作以
及解決藥材國標、港標的差異性問題。
這些建議既有宏觀視野，也有可操作
性，不乏真知灼見，有助凝聚社會共
識，值得特區政府認真考慮。

中醫藥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
表，其 「治未病」 和養生保健的理念和
方法，可以彌補西醫的不足。在應對世
紀疫情的過程中，中醫藥發揮了重要作
用。目前，全球已有196個國家和地區
使用中醫藥，113個世衞組織成員認可
針灸和中醫藥治療方式，29個成員為中
醫藥規範使用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還
有約20個國家正準備立法。中醫藥的價
值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中西醫協
作治療成為未來醫學的大勢所趨，這為
香港推動中醫藥發展和國際化提供了新
的機會窗口。

這些年來，特區政府為推動中醫藥
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制定中醫藥發

展藍圖，設立中醫藥發展專員和中醫藥
發展基金，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
心也將在兩年後落成。就在日前，醫管
局轄下三間醫院開展 「中西醫協作癌症
治療先導項目」 ，為正接受或計劃接受
化療、電療的病人提供針灸服務，紓緩
並預防因治療引起的副作用。中醫藥提
前介入癌症治療的程序，突破了以往的
單純輔助角色，這意味着香港的中西醫
協作治療進入了新階段。

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社會一向重
西醫、輕中醫，中醫藥發展不被重視，
中西醫協作更是缺少經驗，面臨不少挑
戰。下一步，香港應該如何做？有專家
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有品
牌和科研優勢，但先要建立中藥師註冊
制度，加強與內地中醫臨床研究合作、
強化醫院中西醫協作，以及解決中藥材
的兩地標準差異問題，這些都是香港發
展中醫藥的關鍵，也是當務之急。

中醫藥過去被一些人視為 「玄
學」 、不可信，癥結在於缺乏標準化。
標準化是中醫藥走向世界的前提，這體
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利用現代科技為中
醫藥賦能，用可量化的指標、國際社會

能夠理解的語言，解釋中醫藥的藥理和
效用；二是香港標準與內地標準不同，
甚至一些藥材的名稱都不同，需要統一
起來。

另外，西醫被納入政府職系架構而
中醫師沒有，導致中醫師被看低一等，
甚至予人 「江湖郎中」 的偏見，這是一
個短板。香港需要完善中醫師的職系，
確保中醫師的執業資格，進一步提升中
醫師的社會地位。

香港發展中醫藥需要加強與內地同
行的合作，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內地在
發展中醫藥方面不僅有一套成熟的機
制，更有非常豐富的臨床經驗，一些在
香港罕見的疑難雜症，在內地可能是司
空見慣。與內地開展臨床研究合作可以
開闊香港醫生的視野，獲取寶貴的知
識，既可以造福香港病人，也有助中醫
藥走向國際。

香港具備發展中醫藥的優勢，但需
要有制度性的配套，包括監管層面的提
升。有醫學專家建議香港借鑒廣州的做
法，政府有關部門加強與國家機構的溝
通協調，這與立法會的建議有不謀而合
之處，值得探討。

職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