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香港政府在英國人管理之下（1842~1997 年）對中醫藥向來不重視，但是香港居民

仍視中醫藥為傳統醫學，1870 年清同治 9 年建立華人第一所中醫醫院 －東華三院，距離現

在有 131 年，以免費提供中醫藥治療華人疾病為創院宗旨，也為香港醫療界重鎮之一。隨著

新世紀的開始，人們在回歸大自然浪潮的推動下， 世界日益關注和接受中醫藥學。香港特區

政府行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曾經兩次在施政報告中提示，要努力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中醫藥中

心，以致中醫藥需要進入高等教 育。香港現有八所大學中，1997 年香港浸會大學開始發展

中醫藥教育及科研工作，在 1998 年首度推出香港五年制中醫學位的課程，發揮著先導的推動

力及邁 出歷史性的步伐，1999 年香港中文大學接著成立五年制中醫學系，而香港大學 1991
年即在推廣教育中心創辦中醫藥學部，開辦中醫藥學與針灸學課程。香港 700 萬人口只有二

所醫學院大學，即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 二、香港首先推出五年制中醫學位的浸會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創校於 1956 年，雖然沒有醫學院，但以理學院為基礎，在 1998 年秋季開辦全

港第一個全日制的中醫學學位課程，五年制中醫學系（四年學習， 第五年為臨床實習），這

是香港首次獲得大學資助委員會批准開辦的大學五年制中醫課程，每年招收學生 30 名，校長

為謝志偉教授，曾自己兼任首任中醫藥學院院 長，目前中醫藥學院院長為陳良教授，陳教授

曾任廣東中醫藥大學副校長。謝志偉校長擔任港府首任中醫藥管理委員主任委員，他對中醫

藥相當支持，爭取由賽馬會 慈善基金慷慨捐贈，給予經費建築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大

樓，建築費為港幣一億五百萬（約六億台幣），這座九層大樓係擁有教學、公眾教育及研究發

展的中醫 藥大樓，教學部份有完整的講堂、現代化的實驗室和臨床教室、圖書館、電腦化的

教育和訊息網路等部門；公眾教育部份有大型的中醫藥歷史及標本圖片展覽廳；研 究部份有

中醫中藥研究實驗室、臨床研究診所，有中藥應用及商品化、中藥鑑定、品質控制及緊急中

毒解救研究等化驗設施。這大樓今年剛落成，為香港中醫藥高等 教育、科技及專業人才培訓

基地，也是香港中醫藥發展中心。由於香港浸會大學對於中醫藥的積極發展，緊接著香港中

文大學在 1999 年也開設五年制中醫學士學 位課程，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也積極要成立

中醫學系。 謝志偉校長擔任校長期間，使浸會書院轉變為浸會大學，對於香港中醫藥的高等

教育有著很大的貢獻。浸會大學在 1996 年已提出要求開辦中醫藥課程，但面對香 港的「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高門檻，身為港府中醫藥管理委員會主席的謝校長，認為「中醫專業

教育一定要在大學發展」，這些類似阻撓的門檻一一大力克服， 他認為香港的大學一定要開

辦中醫藥課程，終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認同，並撥款港幣二千五百萬元作為開辦費（約

新台幣一億一千萬元）。今日浸會大學的中 醫藥學院已具領導地位。第一屆畢業生將於 2003
年畢業，他們將擁有「中醫學」學士學位和「生物醫學」理學士的雙學位。謝志偉校長擔任

校長三十年，校長工 作至今年六月底，研討會大會晚宴也是謝校長榮退一連串活動之一，中

醫學院學生舉辦「致謝日」相當感人，謝校長將前往他的故鄉澳門大學擔任董事長之職，而

繼 任校長為原理學院院長的吳清輝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五年制中醫學位課程，主要三大部

份：第一部份為基礎訓練，包括基礎科學分析與研究技巧、生物醫學的基礎知識及中西醫學

基礎理論；第二部份為中 醫臨床訓練；第三部份為一整年中醫實習。第一年課程：(1)中醫

現狀與展望；(2)中國醫學史；(3)醫古文；(4)中醫基礎理論；(5)中醫診斷學； (6)解剖、組織

及胚胎學；(7)電腦應用；(8)體育；(9)大學生活；(10)英文。第二年課程：(1)中藥學；(2)方劑

學；(3)針灸學基礎； (4)生物化學；(5)生理學；(6)病理學；(7)經典著作選讀（內經、傷寒論）；

(8)宗教與哲學。第三年課程：(1)經典著作選讀（金匱要略、溫病 學）；(2)針灸醫籍選；(4)
臨床針灸學；(5)中醫內科學；(6)中西藥藥理學；(7)微生物及免疫學；(8)心理學；(9)醫學倫



理學；(10)臨 床見習（暑假二個月）。第四年課程：(1)醫學統計；(2)中醫各家學說；(3)中醫

外、骨傷科學；(4)中醫婦科學；(5)中醫兒科學；(6)中醫五官 科學；(7)氣功與推拿學；(8)
西醫診斷學；(9)西醫內科學；(10)西醫急症醫學；(11)西醫外科學；(12)社區及家庭醫學；(13)
臨床實習 （暑假二個月）。第五年專題研究及實習（Clinical Intership）。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學院由四個部門組成，分別為教學部、科研部、開發部及臨床部。教學部負責中醫藥高等教

育；科研部致力中醫藥的基礎研究和臨床研究；開發部 由中醫藥研究所推動有關的企業合

作，並向業界提供諮詢及檢測服務；臨床部則策劃臨床見習的安排和統籌中醫醫院診所服務。

中醫學院正籌建臨床實習及住院服務 的中醫臨床研究中心。 三、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中醫

藥前瞻國際會議」 香港浸會大學去年 2000 年 1 月 27~29 日在香港國際會議展覽會議中心舉

辦「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相當成功，筆者去年曾受邀請並發表論文，寫了「應邀參 加香港

舉辦“中醫藥國際學術會議”感想」一文，今年 6 月 29~30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校內林護國際

會議中心舉行「中醫藥前瞻國際會議－新世紀的挑戰與策 略」，這次邀請大陸五位知名院士

（吳咸中院士、沈自尹院士、蕭培根院士、石學敏院士及姚新士院士）及多位中醫藥學界學

術前輩，及來自美國、英國、德國、日 本、澳大利亞、台灣與香港本地，從事中醫藥研究和

教育的專家學者，並安排貴賓住宿於學校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浸會大學辦理國際學術大會

有豐富經驗，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大會的主題為「新世紀的挑戰與策略」，發表論文有五個

主題方向為：(1)中醫藥特色與前瞻－報告者：吳咸中院士主講「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