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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香港大學校園，就能看到一片翠綠的龍虎山郊野公園，它得名於兩座相連

的「龍山」和「虎山」，擁有悠久的歷史背景和豐富的生物資源，而這所郊野公園

也正如臥虎盤龍般，在看似平凡的外表下，蘊藏着許多中草藥的大智慧。

中醫世家陳尚權是龍虎山中草藥園的靈魂人物，年逾八十的他對龍虎山上的每一條道路甚至每一

棵樹都如數家珍，若是在龍虎山內遇見他，絕對可以與他從山腳侃侃而談到山頂，因為這座中草藥園

便是由他一手建立和管理的，廿四年的風風雨雨，陳尚權同這些花草樹木共同經歷，他見證了香港這些

年間的飛速發展，也親歷了人性的陰暗面：草藥被摘、植物遭故意損壞、園中設施被取走……龍虎山中草藥

園的未來究竟走向何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樊慧杰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這是政府給
我 們 的 牌

子。」陳尚權自豪地指
着上山入口處刻着「龍虎
山郊野公園」的路標，儘管
隨着風雨的沖刷字體已有褪色，
但路標背後的故事，在陳尚權心裏
仍閃耀着光芒，「有人以為我們自己
圈的山頭，其實不是的，是1998年政府
授權給我們來做這個。」
一般的郊野公園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管轄，

理論上禁止開墾土地發展和耕作，但政府在
龍虎山郊野公園開了先例，授權民間組織開
發土地，更邀請區議會、大學和民間組織合
作，互相交流意見。

冀建紫荊園 推廣本地歷史文化
陳尚權出生在廣東佛山的一個農村，1949

年隨父母來港生活。因為父親是中醫師，從
小的耳濡目染下，陳尚權對中草藥的熱愛在
心裏生根發芽。雖然在陳尚權年幼時父親因
戰爭而離世，但他的心中一直記着父親上山
採藥的身影和一些口耳相傳的中草藥知識。
接管龍虎山中草藥園後，陳尚權將園內的

中草藥按藥性分為五區，方便參觀和管理，
當需要尋找一味特定的藥材時，根據藥性便
能很快查出它的所在位置。有毒的藥材也全
都種植在一起，與其它草藥有所區分，全盛
期曾種500種，包括沉香樹等。
在疫情前，陳尚權幾乎每天都會來山上轉一

轉，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照料着中草藥園的
大小花草。許多行山和鍛煉的人都很熟悉陳尚
權，親切地與他打招呼。2022年12月初，龍虎
山的地上淺淺地鋪了層香港茶花，幾條鯉魚游
弋在山泉水中，園內一片和諧景象。
除了中草藥的推廣者外，陳尚權還有另一

個身份，那就是香港歷史掌故學家，他能輕
而易舉地向遊客介紹每一條路的來歷，並根
據歷史背景開發出了兩條龍虎山旅遊線路。
其中「中區自然徑」路線已得到旅遊發展局
批准，起點為花園道山頂纜車站，終點為漆
咸徑與白加道交界，全長1.8公里。他計劃今
年在這條線路中再加上太平山、中草藥園和
香港大學3個新景點，使這條行山路線的遊
覽場景更加豐富。
從2000年起，龍虎山內種了一百棵紫荊，
陳尚權還希望建一個紫荊園，讓象徵香港的
紫荊花在郊野中盛開，歡迎各地的人前
來參觀，了解香港歷史。

內外交困 草藥慘遭破壞
但是伴隨龍虎山中草藥園成
立以來的一大問題是山內
的野豬會拱壞草藥已經
很頭痛，然而陳尚權
表示，近年來，他
們又多了兩個非
自然界方面
的嚴重問

題，那
就是偷竊
和 人 為 破
壞。
「像這種就不

可能是野豬做的。」
陳尚權拾起地上一棵被
連根拔起的草藥，愛惜地
說。
上山巡邏的義工何國寶早在去

年10月6日發現草藥被毀後就及時
向警方報案，但由於山野中地勢複雜、
沒有監控，始作俑者很難得到制裁。
提到草藥被破壞一事，陳尚權惋惜之餘更

是覺得力不從心。因為人手有限，參與管理的
何國寶都是志願者，未有收取分毫。這份全靠
信念支撐的「工作」很難找到接替人，它要求
對方既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又要有對中草藥園
強烈的熱愛，投入山中日復一日地建設這片小
小園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陳尚權曾經想過，將龍虎山中草藥園的草

藥用柵欄圍起，同時改為預約參觀制。訪客
提前向管理員申請，隨後園方派出專人導賞
和解說，在減少破壞的同時，也能夠大大提
高公眾參觀的效率，讓人們了解到更加全面
的中草藥知識。想像雖美好，但一切的難點
又歸於缺乏人手和機構支持，缺財力、物力
是很現實的問題。
疫情前，最多時每星期都會有學校預約來參
觀，但疫情後參觀人數驟減。考慮到健康原
因，陳尚權也不再讓所有義工像之前一樣定期
來山裏幫忙，就連自己，也從每日必上山一次
變成了有時幾日才一次。山中難以接入電源，
無法安裝監控器，加上巡邏次數減少，給了破
壞者逍遙法外的條件，成立廿四載的龍虎山中
草藥園發展到了最艱難的時期。
不禁發問，在這種內外夾擊的環境下，是

什麼讓他們堅持守護龍虎山這個香港面積最
小的郊野公園？答案就在二人與中醫之間巧
合的聯繫中。

推動中草藥園發揮教育功能
「這棵樹救了我全家的命。」走至其中一處
時，陳尚權停下腳步，一邊用手指着一棵樹，一
邊激動地說：「但它醫的不是人，而是牛。」
待陳尚權娓娓道來，原來在他小時候，家中
的牛得了口蹄疫，而全家的生產力都要依靠這
頭牛。幸好發現了這種能夠醫治牛蹄疫的草藥
崗梅根，陳尚權拿它煮水給牛喝，治好了牛的

病，全家
的生活才沒
被擊垮。
無獨有偶，龍

虎山中草藥園義工何
國寶對中草藥園的投入
也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
他自述：「十多年前身體不
好，面黑，後來認識一個朋友
介紹了中醫養生，教我保養，慢慢
身體好了。」正是因為這段經歷，
2017年何國寶聽朋友說龍虎山中草藥園
招募義工時，便義無反顧地加入此列。
陳尚權希望把這樣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

讓大家都了解到中草藥的作用。因此，他與
香港大學等多間學校合作，邀請中醫學科的
教授和學生們免費來園參觀、學習，也邀請
香港中小學生走進中草藥園，感受中醫源遠
流長的魅力。
令他們印象深刻的一次學校參觀在2015

年，心光盲人院暨學校的師生來中草藥院參
觀。如何讓盲童們感知中草藥？陳尚權心中
思索許久，最後總結出三大方法：摸、聞、
咬。儘管看不到草藥的樣子，但用手可以摸
出它們的形狀；穿梭於園林中，氣味也是分
辨草藥的一大依據；有些甜味的無毒草藥不
妨入口嘗一嘗味道。儘管這三種方法有所限
制，但已經能夠為學生們帶來難忘的中草藥
感官體驗。與這群特殊的客人相處的一下
午，讓陳尚權感到自己在做很有價值的事。
「最緊要係政府和民間共同推動教育，和

好多學校搞好關係。」陳尚權說，在他的心
中，盈利永遠不是目的，這片寶貴中草藥園
的教育功能才是他最看重的。讓學生從書本
走向郊野，由理論化為實踐，當今教育的發
展趨勢也與陳尚權的目標不謀而合。古老的
文化需傳承，只有年輕人的加入一齊做保育
才能避免消失，傳承中草藥的密碼，或許就
在這一片小小的園地中找到。

龍虎山中草藥園遭破壞 24年來最大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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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陳尚權與何
國寶作為龍虎山中草藥園的代
表，參加了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他們將23盆中草藥搬
運到展覽現場，為感興趣的參
展者普及中草藥知識。何國寶
興奮地表示，整個展覽他一共
派發了200餘張名片，足以見
觀眾反響之熱烈。
龍虎山中草藥園近期還收到
兩間曾來參觀過的校方聯絡，
他們說學生們很希望再次來龍
虎山學習，亦有來自香港大學
的中醫博士想帶學生來實地學
習。但由於園內遭到的破壞，
他們決定等修復後，再讓中草
藥園以嶄新的姿態開放給公

眾。
意識到不能再原地踏步，他

們聯絡了中草藥和植物學方面
的專家，聽取專業人士的建
議，想辦法以多種方式種回損
失的草藥。
因疫情關係停止的義工活

動，現在也在重啟中。在北區
展覽時便有多人表示願意來龍
虎山出一份力，龍虎山常務委
員會正打算在今年招一批新委
員，為這份公益事業注入新的
活力。
春天是萬物生長的季節，也

是最適合栽種草藥的時機，除
了原本被破壞的草藥，陳尚權
還計劃趁這個機會再添一些新

的品種。
龍虎山在經
歷寒冬後，也
渴望着從這個春
天破土而出，像山
野間的草藥那樣堅韌而
富有內涵，將全新的面貌
展示給每一位遊客。

龍虎山郊野公園於1998年
落成，是香港24個郊野公園
中第二新，且面積最小的一
個，被喻為「中西區後花
園」，公園路徑四通八達，由
香港大學步行上山僅需15分
鐘。龍虎山郊野公園落成後，
由漁護署與區議會、香港大學
及民間組織龍虎山晨運之友
會合作，建設龍虎山中草
藥園，由龍虎山晨運之
友會負責管理及種
植場內過百種中
草藥，並免費
提供給市民
及學生參
觀。

香港面積最小的郊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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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中草藥走出龍虎山
招募義工注入新活力

◆從龍虎山上可以俯瞰香港大學校園。

◆◆陳尚權對龍陳尚權對龍
虎山中草藥園虎山中草藥園
有深厚感情有深厚感情。。

◆陳尚權對每一條路的歷史了
如指掌，依據歷史開發旅遊線
路。

◀「龍虎山
郊野公園」
的路標因風
雨沖刷字體
已經褪色。

◆春天是萬
物生長的季
節，也是最
適合栽種草
藥的時機。

◆園內的一草一木都傾注了陳
尚權和何國寶的感情。

◆◆龍虎山中草藥園內部分草藥遭到破壞龍虎山中草藥園內部分草藥遭到破壞。。

◆ 陳 尚 權
（右）與何國
寶計劃補種受
損毀的草藥並
添置新品種。

◆◆龍虎山龍虎山
上的香港上的香港
茶花正盛茶花正盛
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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