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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課 香港的醫藥發展 
 

 傳統以來，華人遇有病痛均以草藥治療，直至香港開埠，洋人陸續來遷，

西方科技與文化也漸次傳入，當中包括了西式醫療服務，國家醫院、雅麗

氏西醫院等相繼成立。然而，初時受資源限制及華洋文化隔閡等因素，只

有在港洋人接受西醫診療。而華人仍沿襲以草藥、針灸等中醫服務。 

    隨人口增長及華洋分治政策影響，普羅華人聚居於中、上環山邊，環

境狹窄，生活艱苦，對醫療需求日增。初時僅靠廟宇或地方組織所附設的

義診稍為應付，直至 1870 年才能成立東華醫院，提供中醫藥的內科、跌打

及留院診療服務。 

    另一方面，開埠後的港島發展成遠東商港，海路交通網絡完善，中國

南北貨品及世界各國商品皆能運往香港，自然也包括全球的中西藥品。這

些藥品運至上環落貨，部份轉銷國內外，其餘在港批發或零售，穩定本地

醫用藥物的供應，而高陞街則成為生熟藥材、中西成藥的集散地。 

    十九世紀末，上環爆發鼠疫，事後港府檢討本港醫療系統，包括規定

東華醫院必須增設西醫服務，自此華人對西醫診療的信心與日俱增，成為

主流。而中醫藥雖未受政府認可，但華人社會依舊普遍使用，直至九十年

代，政府將中醫藥逐步規管，並承認其合法地位，推進醫療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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