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歲的程晉葦前年作為內地高校對港澳台招生生源，來到安徽中醫藥

大學學習中醫學，自此開啟了她北上學習中醫的生活。從小就夢想成為

醫生的程晉葦，高中時在香港接觸中醫針灸、拔罐、推拿等療法治病

後，便開始對中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學習中醫、成為中醫師及開辦中

醫診所的夢想，自那時起就在程晉葦心中扎下了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港生北上學醫 立志傳承國粹
幼年親見「病向淺中醫」大學苦練「望聞問切功」

程晉葦在內地出生，母親早年在深圳及
香港發展，她小學時就經常往返香港

和內地，成年後便隨母定居香港。

認真學醫為病人負責
程晉葦幼時跟隨爺爺奶奶生活。「爺爺奶
奶身體不好，奶奶還患有腦梗阻，小時候就
想着如果自己長大後學醫，就可幫助他
們。」程晉葦說，後來到香港之後，偶爾感
冒不舒服時，媽媽就帶她去中醫館刮痧、拔
罐，程晉葦覺得中醫很神奇。「在中醫診
所，看到老中醫摸一下脈就知道病人的症狀
在哪兒，使用中草藥就能治病，副作用又
小，覺得中醫真的好厲害。」一直很有主見
的程晉葦就堅定了自己學習中醫的決心。
她說，當時選擇大學時，考慮到內地有專

業的中醫院校，中醫的教學水平和質量也較
高，便選擇到安徽求學。

隨師出診嘆國粹神奇
真正開始學習中醫，程晉葦才感受到其中

的艱辛。程晉葦就讀的中醫學專業是安徽中
醫藥大學的重點專業，共5年制，在校期間
該專業學生不僅要學習各科中醫基礎知識，
掌握中醫臨床技術，同時還要學習西醫病理
的相關知識。據程晉葦的輔導員老師宋婷婷
介紹，該專業除了考查課，僅主幹課就有近
30門。「我們每周的課表基本都是滿的，每
天六到八節課，甚至一天12節課。」課業雖
繁重，但程晉葦時刻提醒自己，學醫是嚴肅
的事情，自己現在認真努力就是為今後病人
的健康負責。

繁重的課業並沒有削減程晉葦學習中醫的
熱情，經過兩年對中藥方劑、四大經典、傷
寒、溫病等課程的學習，反而讓程晉葦對中
醫越來越着迷。程晉葦說，一次，她跟隨學
校老師出診，一位五年前就驗出患有癌症的

病人，通過中醫治療，免受了化療的痛苦，
如今病情還十分穩定。「中醫作為我國傳承
數千年的國粹，真有着神奇之處。」在程晉
葦看來，她還有太多的中醫知識需要學習。
對於未來發展，程晉葦認為，內地的發展

機會和空間較大，而香港經濟發達，可第一
時間接觸國際上各方面的訊息，兩地各有優
勢。程晉葦坦言，香港人才出眾，競爭激
烈，工作機會較內地少，她的哥哥留學歸
來，找工作也不容易。
即將進入大三學習，程晉葦表示，計劃繼

續深造考取中醫院校的研究生學位，同時在
本科畢業後考取香港的註冊中醫師和內地的
執業醫師執照，這樣她將同時具備兩地的從
醫資格，未來可以雙向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京港兩地46位大學生匯聚廣州，開展為期
一個半月的交流實習生活。為了給遠道而來

的青年學子找到對口的實習崗位，主辦方祈
福集團的工作人員說，結合實習生的專業背
景，他們提供了有針對性的不同崗位，如室

內設計、酒店管理、財務、中醫、策劃推
廣、人力資源等。值得留意的是，此次實習
還採用導師制，給每位實習生配有導師，幫助
大學生更快適應內地的職場和生活環境。
據介紹，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東華學
院，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北京聯合大學、北
京科技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等九所京港高校
的46位大學生組成，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暑
期實習期間，京港兩地的學子同吃同住同學
習，不僅相互切磋廚藝，還相互學習對方的
語言，彼此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來自北京
的張曉韻表示，在這次交流中改變了對香港
青年的認識，更笑言從此在香港有了好姐

妹，對香港有了更具象和溫暖的認識。
此外，他們還攜手參觀了地鐵博物館、中

山大學、珠江、珠海的天威3D廠等，刷新
了他們對於珠三角城市的認知。

內地是港生發展新高地
香港學生李海琪說，來到內地實習，兩地

同學一起生活交流，在每一次外出中都能發
現內地日新月異的點滴變化。她透露，在內
地也養成了看新聞報道的習慣，她和同學也
會就報紙上的新政策展開探討，聊到區域發
展，如「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機遇
時，也期待自己可以有機會參與到這些發展
新浪潮中。據悉，不少同學聊到未來發展

趨勢時，時常熱血沸騰。有香港大學生表
示，內地是我們年輕人未來發展的新高
地。如今要做的，就是更好地裝備自己的
專業技能。
從小喜歡中醫的張文健目前就讀中醫專

業，由於香港的中醫資源相對有限，了解到
這次行程有祈福醫院的實習，他就期待不
已。實習結束時，張文健感慨萬千，對內地
中醫行業的發展現狀和中醫文化的傳承有了
更系統的認識，接觸到的患者案例更是多
樣，收穫之大毋須贅言。
此次活動是由北京市婦聯、香港職業發展

服務處、祈福集團、北京婦女兒童發展基金
會共同協辦。

京港學京港學子穗實習 加深相互了解融和

■程晉葦喜歡旅遊。圖為她在浙江嘉興西塘
景點遊玩。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同學們在宿舍給程晉葦同學們在宿舍給程晉葦（（右一右一））慶祝生慶祝生
日日。。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學習中醫學習中醫，，成為一名中醫師成為一名中醫師，，是程晉葦是程晉葦
的夢想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攝攝

■■京港兩地京港兩地4646位大學生匯聚廣州位大學生匯聚廣州，，開展為期一個半月的開展為期一個半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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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獲得毛澤東女兒李訥的接
見並題字，納愛國至今仍掩不住激
動。
2015年9月，納愛國受中國收藏

家協會的邀請進京參加紀念抗戰勝
利70周年活動，有幸見到了毛澤東
女兒李訥、女婿王景清。納愛國回
憶說，初見時年75歲的李訥，有一
種神秘、莊嚴的感覺，而交談後卻
又感到其和藹可親。納愛國告訴李
訥：「收藏不僅是一種懷舊、一種
文化、一種閱讀、一種財富、一種
幸福，更是一種愛國主
義信仰。我希望用這種
方式，讓後人飲水思
源，緬懷付出鮮血和生
命的無數革命前輩與先
烈，珍惜今天美好幸福
的生活。」李訥詳細了
解納愛國崎嶇坎坷卻義
無反顧、堅韌不拔的紅
色收藏經歷後，欣然揮
筆為其題寫「奮進」兩
字，鞭策和鼓勵他堅持
自己的理想、信仰、信
念。
獲得李訥題字，納愛
國心潮澎湃，不由想起

了毛澤東為清真寺題寫寺名的歷史
故事。1940年初，延安各界回族同
胞為推動延安地區抗日救國，發起
組織「延安回民救國協會」，在桃
花嶺青年文化溝興建清真寺。朱
德、謝覺哉、李維漢等參加了落成
典禮，毛澤東親為清真寺題寫寺
名。納愛國感慨：「毛澤東為清真
寺題寫寺名，他的女兒李訥為愛國
紅色博物館題寫『奮進』，父女倆
對少數民族同胞情深意重，讓我沒
齒難忘。」

談及收藏初衷，納愛國引用了毛澤東兒媳
邵華將軍的一段話：「毛澤東像章是歷

史的產物，它記錄了毛澤東輝煌的一生，記
錄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也記錄了中國共產
黨的黨史、軍史、革命史」。為使收藏更具
目的性和系統性，僅僅初中畢業的納愛國研
究起了黨史、軍史、革命史，循歷史線索
「按圖索驥」。
眾多藏品中，納愛國最喜愛的是位列全國
十大名章的「上海大紅旗」編號套章，該套
像章一套10枚，以不同時期的毛澤東頭像造
型，搭配不同寓意的背景，記錄了毛澤東不
同時期的重要事件。2007年，納愛國在南寧
洽談業務時結識了一位同好，得知對方有此

收藏並有出讓意願，但因航班起飛時間臨
近，未能商談交易事宜。待再次赴南寧時，
才想起未與該同好交換聯絡方法。納愛國逐
家逐戶敲門尋找未果，最後決定打印張貼尋
人啟事聯繫。巧的是打印店店主恰好認識該
同好，納愛國此行不但收藏到套章，更同時
入手了幾件心儀已久的藏品。

飛車賊搶收藏 護挎包保不失
但並非每次都有這種美談，納愛國就有過
遇劫經歷。納愛國在某地文物市場購得一套
毛澤東像章，由於這套像章能填補其收藏的
一段空白，故他小心翼翼地將像章收入隨身
挎包。不料遭到來自身後的飛車搶奪，納愛

國連忙拚死護住挎包，雖被拖行了一段距
離，終究也未讓搶匪得手，保住了這套來之
不易的像章。「財產損失事小，如果這套像
章得而復失，再失而復得就難了。」描述當
時的場景，納愛國笑稱得益於自己年輕，反
應快、身手好，「如果這套像章被劫，將成
為自己收藏經歷中最大的遺憾！」
像章的收藏及研究為納愛國帶來無窮的快

樂，亦使他想和其他人分享這些收藏品。於
是，納愛國精心挑選了3萬件藏品，並建立
了自己的「愛國紅色博物館」，讓更多人能
通過像章來學習中國近代史。這份熱情及藏
品的完整，使他開館三年已接待海內外參觀
者逾20萬人次。

回族青年納愛國回族青年納愛國
創辦愛國博物館創辦愛國博物館
紅色藏家展三萬珍品紅色藏家展三萬珍品 盼觀者識近代發展史盼觀者識近代發展史

毛澤東像章等「紅色文物」收藏熱在內地一度風靡；而將藏品成系列展出者並不多見。雲南沙甸回族青年納愛國

「以自己的方式熱愛自己的祖國」：歷時22年收藏毛澤東像章，並與其它藏品一道精心挑選出3萬多件像章、擺

像、塑像等，創辦愛國紅色博物館，讓更多人了解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偉大歷程，開館三年

已接待海內外參觀者逾2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沙甸報道

在愛國紅色博物館的一個玻璃展櫃中，陳
列着鋁製的毛澤東擺像、飛機模型、手槍模
型、梳子等物品，記錄了援越抗美的那段歷
史：1965年至1973年的越南抗美救國戰爭
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國部隊」在越北擔
負防空作戰、國防工程建設、後勤保障等任
務，證明了「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
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
後方。」
納愛國是由自己收藏的一件藏品了解到這

段歷史的。收藏到鋁製毛澤東擺像時，納愛

國只是覺得該紀念品並不常見。後來有當年
「出國部隊」老兵參觀博物館時見到，回憶
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當時擊落的美軍機
殘骸，一部分被用來熔鑄生活用品，還有一
部分被熔鑄成毛澤東掛像、擺像、塑像，還
有手槍模型、飛機模型等紀念品，有的擺像
甚至詳細鐫刻着被擊落美機的型號、時間、
地點等信息。納愛國說，把這些意義非同尋
常的特殊「戰利品」展示出來，願能給中國
人民鼓舞與激勵；也警告侵略者「玩火者必
自焚！」

戰利品熔鑄擺像 老兵睹物憶激情

李
訥
親
題
字
鼓
勵

收
藏
理
想
更
堅
定 ■納愛國喜獲毛澤東女兒李訥（坐者）、女婿王

景清（右）接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老兵觀光團參觀愛國紅色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納愛國說，紅色收藏是愛國舉動，而愛國是一種信仰。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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