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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气候湿热，凉茶店随处可见。不少凉茶祛热除湿，药
食同源，以中草药为主要成分，基于体质有不同配方，历史上
从广东传来，一度是香港民间日常保健和防治疾病的主要选择。

“小时候家里也会煮凉茶，喝了身体会舒服。”张振海说，
“凉茶有药用价值。”

张振海是香港8000多名注册中医师的一员。他从香港浸会
大学中医药学院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至今。学院创立于1998年，
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年。

传 承

浸大中医药学院是香港高校的首个
中医药学院。该学院副院长李敏说，纳
入高校教育，是香港中医药传承规范化
的开端。

“香港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央与特
区政府的政策支持分不开。”李敏说。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中医药处于自
生自灭的“荒野”状态，医师私人执业
或附设服务于中药店。如今，包括制订
中医师注册制度和中药标准在内的行业
规管，为香港居民带来了更高质量的中
医服务。与此同时，中医药教学科研生
气勃勃，富有特色。

据李敏介绍，浸大中医药学院中医
学和生物医学 （西医） 教学并重，已培
养了 900 多名本科毕业生，不少成为了
中医师、药剂师、针灸师和营养师。

中医学教学中，典籍要背诵，以继
承最纯正的中医诊治思想；一至六年级
都有临床实践，包括三个月的专科研修
和一年的毕业实习。

中医要有疗效，需从“纸上”走到
阵上“用兵”。李敏说，中医的生存和发
展在于也赖于临床实践。在香港，法规
仅容许中医师使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诊
治手段，“中医师需要具备更扎实的中医
辨证思维能力和临床诊治水平”。

学院不少老师来自北京、广州和南
京等地的中医药大学。张振海说，他遇
到的良师，不仅使他成为技术过硬的骨
科大夫，更启发他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
的责任感。

“一辈子的事业由此而决。”尽管在
香港，中医医师的收入不如西医。在临
床部做助理教授的张振海说，他使用正
骨推拿和针灸等中医技术减轻病患的痛
苦，能做到西医做不到的事情，“我不
后悔”。

创 新

香港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
化，包括中医药标准化，这是香港中医
药发展和创新的方向。

年过五旬的李敏曾在内地两所大学
读中医，在日本东海大学读西医，2001
年加入浸大。在学院，李敏教中医内
科，科研上聚焦老年帕金森症、阿尔茨
海默症。其团队基于中药复方研制的新
药，已有成果获得专利。

在李敏看来，中医新药研制是一个
从古老的中医药宝库中挖掘新知识、进
行跨学科研究、利用现代科技、创造新
解决方案的转化和应用过程。

从 6 种药材到小分子多功能有机化
合物，其在研新药把中药的“旧酒”装
进现代的“新瓶”。不过，李敏强调，为

了保证药效，疾病机制研究应与针对疾
病的新药研发并重，无论何时，不能废
医存药，“中医辨证施治的核心不能改”。

“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李敏
认为，浸大中医药学院的办学理念，恰
恰体现了香港开放与包容的多元文化与
国际思维，而这正是香港中医药发展与
创新的一大优势。

“国际思维就是要在继承传统中医
药理论和知识的前提下，接受现代化的
新思维，开展广泛研究合作，让国际社
会有效认识、学习和运用中医药，从而
造福全人类。”她说。

发 展

2003 年香港抗击非典，中医药介
入并取得成功。在香港应对第五波新
冠疫情时，中医药在抗疫中依然发挥
了巨大作用，并再度提升了大众的认
同感。

数据显示，2022 年 2 月到 5 月，仅
浸大中医药学院即为确诊患者提供远程
义诊服务逾 4.1 万人次，单日接诊最多
达1172人次，总计处方配发中药17万多
剂。浸大受特区政府委托运营的启德暂
托中心还为 130 多名确诊老人提供了中
医住院治疗服务。

对张振海来说，义诊和启德中心的
服务经历已成为他难忘的记忆。展望未

来，他期待和校友们能在香港的首家中
医医院行医。

2022 年 6 月 2 日，香港首家中医医
院和相邻的特区政府中药检测中心破土
动工。医院计划于2025年建成，特区政
府表示这是香港中医药发展的一大里程
碑，并委托浸大中医药学院以公私合作
的模式运营。

特区政府2018年宣布将中医药纳入
香港公共医疗系统，包括在18个地区所
设的中医诊所资助特定的门诊服务。而
浸大中医药学院直属诊所现已增至 10
间，不断参与和见证着香港中医药社区
服务的延伸。其中，学院在九龙的雷生
春堂诊所每日最多 4 名医师同时接诊，
日均就诊75人次。

雷生春堂诊所是一栋 1931 年建成
的 4 层唐楼，建筑风格融合中西，是香
港“活化”或再利用的历史建筑，又已
评为法定古迹，其深厚底蕴吸引着大量
游客。它的底层曾为药铺，售卖颇有名
气的中医跌打药水，而今在卖凉茶，其
中至少两种是浸大教授的新配方。柜台
上，三个葫芦形的大铜壶古香古色。

“雷生春堂是一个多么能体现多元
文化和传承的地方！”李敏感叹。除了
诊室，雷生春堂顶部两层走廊均设展
板，讲述雷生春堂的变迁，更讲述香港
中医药发展的新纪元。

（据新华社香港电）

从凉茶到新药：

香港香港中医药呈现新生态中医药呈现新生态
曲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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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 砚 浓 情·天 府 神 韵 进 宝
岛 ——川台黄埔书画联展”开
幕式近日在四川成都和台湾彰
化两地连线同步举行，川台两
地艺术家和各界代表近200人参
加活动。

此次书画联展共展出 83 幅
川台两地书画艺术家的作品。
开 幕 式 上 ， 川 台 两 地 黄 埔 后
代、嘉宾代表分别发言，两岸
书画艺术家连线挥毫，与会代
表共唱《鼓浪屿之波》《相亲相
爱一家人》 等两岸同胞耳熟能
详的曲目。

“川台两地文化内涵丰富，
优势各异，两岸同胞像走亲戚
一样常来常往，把各自的特色
文化交流开来、共享起来。”黄
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路晓峰表
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
根与魂，是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
纽带。两岸同胞要共同肩负起传
承、创新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使
命，积极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川台两地
交流交往规模不断扩大，领域
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台胞在
川创新创业、发展事业。截至
2022 年底，来川台湾同胞超过
750万人次，交流项目达9200余
项，在川台资企业 2600 多家，
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

▼ 在开幕式成都会场，与
会 嘉 宾 展 示 “ 天 府 宝 岛 一 家
亲”书法作品。

四川省委统战部供图

近日，由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
主办的“感受澳门乐无限”大湾区
巡回路展宣传活动在广州举行。在
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主办方将一辆
融合澳门旅游特色元素的大篷车打
造为“流动招牌”，驶进广州市区，
向粤港澳大湾区居民介绍澳门文旅特
色，推广澳门多元“旅游+”魅力。

路 展 期 间 ， 旅 游 大 篷 车 “ 变
身”舞台，不间断为市民带来歌
舞、魔术等精彩表演。现场设有涂
鸦墙、游戏摊位、亲子工作坊等多
个“打卡”互动区域，澳门旅游吉
祥物“麦麦”也到场与市民亲密互
动，活跃现场气氛。

在赛车“打卡”区，市民可通
过VR装置“云游”澳门格兰披治大
赛车博物馆，并与赛车合影；在亲
子工作坊，萌娃们在家人指导下亲
手搭建积木版本的大三巴牌坊；在
涂鸦区，市民在墙上画出心仪的澳
门旅行地，拍照留念并在社交平台
上“晒”出自己的作品。

傍晚时分，绚丽多彩的光影秀
准时上演——澳门的标志性建筑和
特色美食等通过影像一一呈现，让
观众“预览”濠江风采。“我这次了
解到澳门许多有意思的地方，今年
有机会带家人一起去澳门游玩。”参
加路展活动的市民张女士说。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
华介绍，“感受澳门乐无限”大湾区
巡回路展去年在珠海和中山举行，
反响热烈。今年路展活动以广州作
为首站，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展开宣传活动，旨在向大湾区居民
展示澳门的文旅特色，吸引游客来
澳观光。

今年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在内
地开展了一系列文旅宣传活动，吸
引内地游客到澳门旅游消费，持续
扩展客源，促进旅游经济复苏。

澳门旅游局等日前在珠海举办
“组团游澳门”活动出发仪式，邀请
数十名大湾区居民和网络主播深度
游览澳门，通过文章、视频等形式
将澳门的旖旎风光、多元美食呈现
在广大粉丝网友面前，推广澳门旅

游的趣味性和丰富度。
为吸引更多游客来澳，澳门旅

游局今年还将继续通过“感受澳门·
想你享福利”活动，与航空公司、
电商平台及线上旅行社合作，全年
分阶段向内地游客发放机票及酒店
住宿等优惠。旅客在澳门停留时间
越长，就可享受越多优惠。

“目前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已
全面恢复，相信大湾区旅客到访澳
门的需求会显著提升。”文绮华表
示，特区政府将联同澳门旅游休闲
企业、内地电商平台和线上旅行
社等，继续走访江门、 深 圳 、 惠
州 等 城 市 ， 促 进 澳 门 与 大 湾 区内
地各城市客源互通。“大家一定要亲
身来澳门畅游，感受小城的独特韵
味。”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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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香港九龙的雷生春堂诊所外景。 新华社记者 王 申摄

澳门旅游大篷车巡回大湾区
本报记者 金 晨

迷你版“大三巴”现身街头、大赛车博物馆“VR云
游”……走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步行街上，澳门元素随
处可见，精彩的展演活动接连不断，仿佛置身于濠江畔的
一场欢乐派对。

▲ 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在路演活动中与市民互动。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
中心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医疗科
技联合实验室成立仪式。新成立的实验室名为“HK
MedTech Hub”，将聚焦发展微创柔性手术机器人、先
进医学成像等技术，为香港的医疗科技创新生态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图为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介绍、演示医疗技术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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