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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內地實習 中西醫協作造福病人 喜見外國人熱愛中醫文化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備受考驗，曾
多次受疫症襲擊，當中除了現時已肆虐
近兩年半的新冠肺炎疫情，2003年沙
士橫行，2009年亦有豬流感，疫症蔓

延期間，社會運作被打斷，學醫的詠欣有着深刻的體
會，笑指其畢業禮與疫情結下不解之緣。

2003年六歲的詠欣幼稚園畢業，惟畢業禮卻因
沙士疫情而取消， 「我記得當時沙士在淘大花園爆
發，離我家很近，我們有一段時間好少出門，媽媽帶
着我上街時，都是急步而行，我好似被人拖着走。」
她還記得當年街外的氣氛比較冷清及沉重，人流稀

少，每次外出總是 「急急腳」 被拖行。
無巧不成話，2009年詠欣小學畢業禮又 「撞

正」 豬流感， 「我至今對當時的小學畢業禮都沒有印
象，沒有記憶，相信都是沒有畢業禮。」 修畢六年的
中醫大學課程，去年的畢業禮同樣被新冠疫情 「騎
劫」 ， 「疫情橫跨這麼長時間，一定有影響，大學的
畢業禮都受人數限制，分批進行。」 這個未能集體參
與、受規限的畢業禮在去年十一月舉行， 「影相亦要
戴口罩，可真難忘。」 雖然每次疫情為她帶來不一樣
的畢業禮，但至今再次談起，她只當笑話一則，面帶
和藹可親的笑容。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詠
欣曾多次前往外國中醫義診及交流，發
現不少外國人喜愛中醫文化，曾在菲律
賓看見當地人針灸手法純熟如專業醫

師，令其驚喜不已。
詠欣早年參加全仁中醫往菲律賓義診，該機構與

當地非牟利組織合作，開展針灸師計劃，安排本港中
醫師往當地教授針灸技術，並將中醫技術翻譯成英文
配合教材，深入淺出地將中醫知識傾囊相授。詠欣到
達當地，看見成果不禁大吃一驚， 「我看見菲律賓人
也會針灸，骨傷手法純熟，令我十分驚訝。」 當時她

仍是一名中醫學生，看到菲律賓人純熟的中醫技術亦
感自愧不如。

除了中醫義診，詠欣多年來亦前往外國參加交
流團，包括澳洲及加拿大，發現外國人對中醫學十
分接受， 「外國學醫的人士對中醫感到興趣，都想
試，我去過不同地方，當地人對針灸及服中藥的接
受程度甚高。」 她指中藥雖苦，但不少外國人都不
抗拒。她還記得早年在菲律賓義診，一名婦女因手
指痛求診中醫，醫師替她手指關節作針灸，她 「咬
住件衫」 去忍受十指痛歸心的痛楚，詠欣想起亦覺
啼笑皆非。

發揚
光大

每次畢業均撞正疫情
不解
之緣

目前本港中醫服務大多
屬門診，主要為病人診症，
及後處方藥物或針灸等治
療。詠欣大學最後一年往內

地實習，看到中醫藥也適用於病房的臨床
運作，通過中西醫協作而取得良好療效。
她指當年在廣東省中醫院實習，該院結合
中西醫的元素，設有中醫病房讓病人留
醫，有如本港的公立醫院般，醫師可以密
切觀察病人服藥後的反應。其中在病房
內，部分病人在急症室接受西醫急症救治
後，會被送往此病房作進一步調理，通過
中藥療法，救治危急重症病人，令詠欣眼
界大開， 「曾經有急症室轉上來的病人，
整體情況較差，凝血功能有問題，晚上突

然血壓過低，情況轉差，經住院醫師匯
診，即時灌服破格救心湯，再注入參附
針（中藥的靜脈注射），血壓即時好
轉。」

此外，她在中醫病房內首次任管床醫
生，悉心照料一名胃病女病人，獲得主治
醫生肯定的同時，該病人及後寄來的感謝
信，激勵她中醫並非只單純醫病，更需有
「醫者父母心」 ， 「中醫並非只辨症，開

處方，更需要多些了解病人的需要。」
另外，在佛山市中醫院實習期間，骨

傷科的中西合璧療法亦令她擴闊視野，
「有病人因骨折先駁骨打釘做手術，固定

後，配以外敷的中藥水，消腫去瘀，正是
中西醫治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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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補

香港青年會慶回歸論壇冀把握國家發展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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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醫必定是出自中醫世家？非也。在牛頭
角下邨長大的詠欣笑稱自己是 「屋邨妹」 ，出生
於尋常家庭，家中屬幼女的她，與父母及哥哥一
同生活， 「小時候最愛和哥哥到樓下的車仔檔吃
東西。」 詠欣自言生活圈離不開觀塘區，幼稚
園、小學、中學都在家附近的學校就讀。年少的
詠欣已對中國文化產生濃厚興趣， 「我喜愛傳統
的中國文化，喜歡跳中國舞，中學開始已跟隨老
師學習數年。」 此外，文學、翻譯小說及宋詞等
也是她的至愛，奠定了她研讀中醫經典及醫古文
的基礎。加上香港位於華南沿岸，經常接觸中藥
材，及其母親對四時湯水的心得，也潛移默化地
讓她吸收中醫知識， 「媽媽夏天會煲赤小豆，眉
豆湯；冬天煲雞湯，補身的黨參湯。」

中醫學博大精深，屬研究人體生理、病理及
疾病的診斷和治理的一門學科，還結合四時變
化，注重天人合一的概念，不止理論還需實踐，
令詠欣更感興趣，及後她被浸大中醫藥學院取
錄。

學習中醫，令詠欣深深體會到學海無涯，

「讀完六年中醫即使你什麼也沒有拿走，定能練
成堅忍不拔之志。」 她更笑指，開學禮時，老師
傳授學習中醫秘技，便是： 「努力，持續的努
力！」 她逐步體會此真諦。此外，中醫學業繁
重，課程亦包括西醫學，如藥理學、生理科技及
化學等，說到此時身材瘦弱的詠欣打趣地說：
「每次期末試，便有想死的心！」 為了學習，圖
書館成了中醫學生的 「家」 ，無論日夜，打照面
的多是 「同門」 。而中醫主要包括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骨傷科、針灸科，推拿科，詠欣最
愛是針灸科。

憑着 「關關難過關關過」 的決心，詠欣去年
中醫畢業後，隨即入職醫管局轄下的中醫診所，
服務深水埗區基層市民。成為中醫界新丁的她表
示，初次開診在緊張中度過，替病人診斷、辨
證、治法、開處方及醫囑外，還要完整地以電腦
記錄，加上高級醫師在旁監督，現在想起也感到
壓力。她憶述一名長期失眠的病人前來求診時，
表現 「燥底」 ，大聲質問為何服藥效果不似預
期，她指深明病人受病情所困才會有此行徑，及

後以平靜祥和化解病人怨氣。
第五波疫情期間，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應

邀來港，足證中醫藥對抗疫的重要性。對此詠欣
也有同感，她指當時新冠病患數目龐大，有確診
病人前來中醫診所求診，上址頓成分流站，為有
需要病人提供診治，而經此一疫，讓她看到中醫
治療新冠病人，無論在任何階段都有一定療效，
不少中醫亦自發遙距及網上診症，甚至快遞藥物
到病人家中，發揮 「同心抗疫」 的精神。

現時年輕人潮語是 「躺平」 ，又為買不到樓
而擔心，但談到未來，詠欣對香港仍是信心滿
滿， 「我覺得香港發展愈來愈好，對中醫重視度
愈來愈高，我對在香港發展很有信心。」 現時政
府設有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創業及研究發展，
詠欣覺得這兩方面對中醫業發展均十分重要，並
期待本港首間落成的中醫醫院，不只限於門診，
還能以中西合璧治理病
人。事實上，香港中醫並
非高薪厚職，入職月薪只
約二萬元，此時詠欣靦腆
笑說： 「我希望政府投
放多些資金在中醫藥發
展，中醫人工可有所提
升！」

2525歲中醫新丁歲中醫新丁：：
香港中醫業機遇無限香港中醫業機遇無限

中醫博大精深

「學醫秘技是努力，再努力！」

期盼中醫院

「能以中西合璧治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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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青年發展一直
是社會關注重點，新一屆特區政府亦將設立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專注推動青年發展。為鼓勵廣大青年
更好地貢獻和建設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青年會昨日舉辦 「新青年 新機遇 新發展—
香港跨世代青年暢談未來」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青年主題論壇，多位傑出青年代表在活動上分享
自己的經歷與感受。

培育青年對國家身份認同
香港青年會主席陳凱榮致辭時表示，青年人是

社會中最積極的群體，具有強大的創造力，只要適
當引導必定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民族
的復興。他強調，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
區、 「一帶一路」 等提供的機遇，需要的是勇於創
新、敢於挑戰的新青年，青年們必須追上新時代的
步伐，成為國家和香港前行的開拓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指出，特區政
府非常支持廣大青年追逐個人理想，尤其是參與到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當中。為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設立多項資助計劃，提供青年申請，支持他們的個
人發展。同時，特區政府亦非常重視培育青年對國
家的身份認同，以及關心社會的價值觀。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正是香港青年人最具優勢的定位。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強調，回望過

往，愛國愛港青年堅守初心，接續奮鬥，為香港繁
榮穩定、發展進步，作出重要貢獻；立足當前，香
港青年潛力巨大、重任在肩；展望未來， 「一國兩
制」 將展現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香港發展前景十
分光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必
將發揮更大作用。願香港新一代青年把握機遇，放
飛夢想。

候任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為論壇拍攝短片，他
表示，新一屆特區政府將增設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專注推動青年發展，制訂整體的青年政策和青年發
展藍圖強調協助青年就業、創業和發展，顯示出特

區政府對於青年政策、青年發展的思維有了重大改
變。香港青年作為社會建設的主人翁，不僅是香港
的希望，亦是國家的未來。

學習歷史 了解國情 開闊視野
隨後，全國青聯副主席、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梁宏正以《回歸廿五載，香港青年如何把握
國家發展的新機遇》為題，探討了香港青年如何把
握國家發展新機遇的看法。他指出，國家的發展與
機遇與每一位青年息息相關，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
香港青年的參與。他呼籲廣大青年透過特區政府推

出的不同計劃，前往大灣區或其他內地城市實習，
了解內地不同城市風土人情，探索個人發展空間。

全國青聯委員、騰訊港澳及跨境金融事務高級
總監李子樹則分享了個人經歷。他表示，在港大醫
學院修讀期間，學長學姐便不斷提醒他思考青年人
應如何貢獻國家，而在參加不少活動後他明白要了
解世界，必先了解自己的國家，於是決定大學畢業
後前往北京大學修讀碩士。讀書期間，他亦不忘學
習歷史，了解國情，並積極參與扶貧等活動，令他
收穫頗多。他鼓勵青年通過開闊視野，增長見識，
以實際行動服務香港，報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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