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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大學城學習的一年間，黃瑞寧每天踩單車上下
課，吃學校飯堂的快餐，彷彿回到少年的求學時光。

談及學醫初衷，他說，最初是想為自己的老年保健提前做
好功課，但是最終促使自己下定決心的，還是內地學校
「對港免試招生」的利好政策。「一年讀下來學費6,000多
元人民幣，比香港便宜很多。」

回港開醫療館服務鄰里
他坦承，近年來，中醫養生風靡香港大街小巷，凡有內

地的名中醫來港開設講座或者看診，其受歡迎程度用「萬
人空巷」來形容也毫不誇張。在這股熱潮影響下，他希望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認真學習5年，回港考職業中醫師資格
證，打算在家開個針灸醫療館，服務左鄰右里。
廣州中醫藥大學成為黃瑞寧這樣的香港學生北上學習中
醫的首選學校。該校第一附屬醫院和第二附屬醫院（廣東
省中醫院）每年門診量高達1,000多萬人次，為學生臨床實
習提供了優質的教師隊伍和豐富的教學資源。廣州中醫藥
大學國際學院校長許能貴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該
校成為擁有最多港生就讀的內地中醫院校，在校港生951
人。近三年平均增長率為三成，2014年，通過「對港免試
招生」入讀的港生較往年增加五成，成為入學人數歷年最
高峰。
據介紹，在課程設計方面，香港學生在內地高校學習

時，許多課程可以自主選擇。且可以文史方面的選修課，
代替政治和軍訓課程。對於港澳台學生，廣
州中醫藥大學不定期組織義診團前往內地不
同城市，讓學生一邊跟着老師義診一邊體驗
當地風土人情。在獎學金方面，香港學生不
僅可以申請國家獎學金，還可以申請港澳台
學生獎學金，獎學金覆蓋面近30%；在醫療
保險方面，2013年10月，內地已將港澳台學
生納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範圍，他們已
享有與內地學生相同的待遇。上述相關政策
的調整，吸引越來越多的香港學生到內地求
學。
「學校迄今為香港培養各類中醫人才達一
萬多人，包括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不少
港人學成後開設醫館，還有在政府部門及高
校任職。」廣州中醫藥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主任游江自豪地告訴記者。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的課堂上，有一道令人
難以忽視的風景——越來越多的「超齡」港
生深耕課堂。「前兩年，像我們這樣的『超
齡』同學出現在課堂，總讓不少年輕學生誤
以為是教授來旁聽。他們都恭恭敬敬稱我們
一聲『老師』。」談及初進課堂時的有趣經
驗，黃瑞寧告訴記者，當時並不會急於澄清
自己學生的身份。他打趣道，現在他們這些
「超齡」學生名氣不小，很多內地學生的家
長聽說了我們的故事，前來看孩子的時候也
會給我們捎上一份特產。

學費低廉教學質量高超
廣州和香港的醫學學歷互相承認，讓廣州
為香港學生北上學習最理想的選擇。不少受訪的港生表
示，只有來到內地，才能感受到中醫文化的博大精深。據
了解，目前已有十多位在香港退休，或者提前辦理退休來
學中醫的「超齡」港生，深耕在課堂。他們北上學中醫，
或希望學成之後既可提高自我保健水平，或提高自身價值
增加再就業的好機會。此外，內地學費較香港低廉許多，
教學質量也高超，臨床實踐機會多等優勢已經成為越來越
多香港學生選擇北上廣州求學的重要考量。

港老學生老學生成粵課堂獨特風景
養生保健熱潮不退 退休北上研習中醫

近年來，本港中醫養生熱潮一直「高燒不退」，從而也掀起港人北上廣州等地研習中醫的
熱潮。迄今為止，僅報讀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港人就超過一萬人，今年入學學生的數量更是急
劇增加了五成之多。在這些北上學習中醫的港人中，除了年輕學子，越來越多的中年乃至退
休人士，也加入了這股學醫大潮。
今年58歲的黃瑞寧，在香港一家銀行工作33年，去年提前退休，之後入讀廣州中醫藥大

學。他告訴記者，學習中醫不僅能做好自己及家人的身體保健，學成之後回港還可以開設醫
館惠及鄰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任職中學中文教師多年的何妙玲，也同樣提前辦理了退休。她笑言，能夠
在這個年紀選擇轉型，前往廣州深造，首先還是滿足於自身保健的需求。談
起第一次上解剖課，「當時確實很害怕，眼見骨骼、肌肉被細緻地分解出
來，被嚇到了。」在恐懼面前，她和年輕新生一樣手足無措。
人到中年，她坦言，自身的保健非常重要，學習中醫不為考證回港再就
業。「中醫除了能治病救人外，更是一項傳統文化，需要花費很多精力去領
悟。」至於選擇廣州為求學地點，她認為粵港兩地，一衣帶水，千年羊城的
經濟制度、市民的道德觀念和審美觀都在極速發展中，這無疑是一個絕佳的
地點去感受粵港情意的好地方，也是開眼看內地的南大門。
「我在教學的時候，趁假期就經常到內地旅遊。印象深刻的是，多年前我
前往湖南參觀了岳麓書院。身臨其境的那一刻，我終於看到了課本上那一張
四四方方的小圖中以外更多鮮活的歷史古韻。我才知道岳麓書院給了湖南那
個大學城如此濃厚的底蘊。不出來看看，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課本上的那張
十幾年如一日，未曾更換的圖片。所以，行萬里路多麼重要，而廣州作為內
地的南大門，我希望在五年的學習中，或通過假期旅遊，或通過學校義診
團，深入內地的每一方水土，了解當地的人情底蘊。」

港博士生遇問題找導師煲「電話粥」
香港學生鍾僑霖博士畢業那一天，博導許能

貴似乎比他還激動。畢業禮合影中，鍾僑霖從
許能貴興高采烈的笑臉中看到了如父親般的喜
悅和祝福。
許能貴是針灸推拿學科學術帶頭人、國家
「973計劃」首席科學家，鍾僑霖最初並沒有
下決心考許教授的博士生。「當初報考他的研
究生，就是被他的口碑所打動。」如今回想起
來，鍾僑霖慶幸和許能貴擁有這一段師生情
誼。
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任職專業顧

問，日常也負責學校本科、碩士講學工作的鍾
僑霖，談及博導許能貴，言語之間除了敬畏，
更多的是親和。當初博士生畢業，自己的工作
方向處於糾結迷茫中，許能貴了解以後，便放

下手中的事情，講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幫他答
疑解惑。「將來的路怎麼走，進大學工作也是
個不錯的選擇。」就是這樣平常的一句話以及
許能貴的傾力推薦，鍾僑霖兩年前獲得了香港
中文大學的面試機會。

與導師情如父子
至今為止，鍾僑霖只要遇到問題，就會習慣

性地撥打電話給許能貴。每次「電話粥」之
後，原本滿臉愁雲的鍾僑霖，往往有「茅塞頓
開」或「如沐春風」之感。此外，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和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省中醫院之
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合作，因為工作關係
也能和導師有很多見面機會，所以，二人的感
情迄今猶如父子般親密。

粵港兩地中醫早已全面開展合作。尤其
自2003年，抗擊「非典」之後，廣東長期
派出知名中醫赴香港公立醫院坐診，幫助
香港完善中醫藥服務網絡。自此，廣東省
中醫院在香港醫管局和廣東省中醫藥局的
支持下，開始了與香港在科研、教學、培
訓、醫療等各個領域的深入合作。廣東省
中醫院共向香港派出中醫藥專家8批，32人
次，2003年至今已經服務香港市民逾30萬
人次。此外，香港高校中醫專業畢業生必
須在廣東省中醫院、廣州中醫藥大學一附
院實習一年，才能獲准參加醫生資格考

試。
近年來，隨着中醫養生理念的風靡，中

醫藥文化在全球備受青睞，越來越多的人
士熱衷赴內地研習中醫或開展中醫文化交
流。以「粵港澳創新中藥研究開發國際合
作平台」為例，經過近年的建設，已建立
了中山大學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澳門大學在中醫藥領域長期合作的機制和
高效、穩定的合作關係，積累了合作開展
中醫藥研究的經驗，開展的多個合作研究
項目均取得了豐碩成果，為中醫藥研究和
粵港澳科技合作，起到了示範作用。

粵港澳大學有長期合作機制

■■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校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校
長許能貴長許能貴。。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廣州中醫藥大學香廣州中醫藥大學香
港港「「超齡超齡」」學生何妙學生何妙
玲玲。。 胡若璋胡若璋攝攝

■廣州中醫藥大學香港「超齡」學生黃瑞寧。 胡若璋攝

■■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校長許廣州中醫藥大學國際學院校長許
能貴和他的博士生鍾僑霖能貴和他的博士生鍾僑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黃瑞寧每個周末都往醫院黃瑞寧每個周末都往醫院
跟張教授看診跟張教授看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廣州中醫藥大學蘭曦義廣州中醫藥大學蘭曦義
診診。。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港人掀起北上研習中醫的熱潮港人掀起北上研習中醫的熱潮，，僅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香港學生就超過一萬人僅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香港學生就超過一萬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退休教師藉學中醫了解內地退休教師藉學中醫了解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