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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榔屿市中医中药联合会 

吴 童 

槟榔屿市(英文名为 Penang，马来西亚名为 Pu— 

lau Pinang，中文名一度称为槟城)，又称乔治市，是 

马来西亚的重要港口，槟城州的首府，马来西亚的第 

二大城市，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 

名城，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名 

城。 

1796年，广东省梅县人古石泉，在槟榔屿创办 

了第一家中药店——仁爱堂 ]̈。1891年，福建省闽 

县名医魏望曾，在该地逗留 8个月之久 。随着与 

中国通商贸易的发展和华人移民的到来，闽籍、粤籍 

以及客家的中医药人士在槟榔屿落地生根，中医药 

学也逐渐得到发展。 

1． 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 

1928年，槟榔屿市的一些执业中医师为了联络 

感情，谋求生存与发展，共同研究中国医学，发起组 

织“中医联合会”，承租香港街门牌 l7号为筹备会 

所，于同年 l0月问获得政府批准注册，“中医联合 

会”正式成立，张显宸任首任会长。几年以后，会员 

渐多，会务也日渐发展。并在 1931年迁址胡椒街 3 

号。1936年间，当事诸人集议，认为本会为单纯的 

中医生组织，范围未免狭小，力量单薄，欲求中医药 

有充分的发展，非联合中药商和药业工友不可，于是 

决定扩大组织，当时药商方面也同意加入，于是召开 

槟榔屿市中医中药界大会，一致决议联合组织学术 

团体，将“中医联合会”更名为“中医中药联合会”， 

重新起草章程，重新注册，选举了第一届委员会长张 

显宸、司理颜润松、财政戴国良。会址迁至南华医院 

街29号，并在新会址举行开幕典礼。尔后会务益显 

兴盛，会内增设医药图书部及药物标本部，以供会员 

浏览研究；设寄宿室以供外埠同仁往来之便。中国 

爆发抗日战争后，联合会同仁热烈赞助国内救亡运 

动，踊跃认购救国公债，筹募资金救济祖国伤兵难 

民，尽其华侨之责任。1941年 12月，槟榔屿市沦 

陷，中医中药联合会的会务活动亦随之停顿。 

1945年 9月，马来西亚和平光复，中医中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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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同仁欲恢复会务活动，但沦陷期间，会址已被他 

人承租，原有家俱几乎全部丢失，案牍册籍亦焚毁无 

存。几经周折，始租就孑子水喉街 43号为新会址，从 

新登记会员，于 1946年 3月 24日召集复兴第一次 

全体会员大会，重订章程，选举职员，负责推进会务。 

该会为中医师、生药商、熟药商及药业员四位一体之 

团体，其组织除一般团体所具有之主席、总务、财政 

等职员外，中医师组、生药商组、熟药商组及药业员 

组，均设正副主任各 1人，以办理各组有关事宜。该 

会发展至今已走过 8O年艰辛路程，成为马来西亚中 

医中药界第二大学术团体 J。 

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主办过马来西亚华人医 

药总会第四届、第十二届、第二十四届会员代表大 

会，内容包括会员代表大会及改选职员和学术交流 

等活动。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成立于 1955年。 

1963年，马来联邦、新加坡等地组成大马，总会于 

1964年改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1965年，新 

加坡脱离大马而独立，总会又改为马新华人医药总 

会。1973年，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官谕令：凡国内之 

注册社团，不得与国外注册社团合并或联系，其职员 

亦应为本国公民，此后马新中医界分家，总会改回马 

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之名称以至现在。总会每届不 

定期召开，由马来西亚各属联合会 轮流主持召 
开[ 

2． 创办槟榔屿中医学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来西亚移民人 口森 

严，大陆中医人才南来绝迹，经验丰富的中医师 日渐 

减少，无法补充，致使中医之形势 Ft趋式微。1963 

年8月22日，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第五次执监联 

席会议，一致议决成立“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主 

办中医学院”。即席选举中医学院负责人，推举中 

医学院注册董事。1964年 5月，联合会申请创办中 

医学院，教育局批准注册，发给中医教师及董事格式 

表，并限期本年 l2月 31日成立。1964年 5月 28 

日，第二十届第十次执监联席会议，讨论筹募创办中 

医学院基金事宜，决定选派游廷华前往吉隆坡及新 

加坡，考察各地所办之中医学院，以作借鉴。1964 

年7月1日，中医学院召开第一次董事暨教职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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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讨论中医学院施教学科及时间，通过了中医 

学院招生简章。1964年 9月 20日，举行中医学院 

第一届学员入学考试，应试的男女学员达40名，试 

题为“试述学习中医目的及兴趣”。1964年 10月 1 

日下午7时，中医学院举行开幕典礼，行礼如仪后， 

举行联欢宴会。本会会员同仁为创办中医学院基 

金，热烈捐助共计 3 500余元。中医学院第一届学 

员入学考试，录取面授学员 30名，函授学员 l3名， 

于10月2日下午七时正式上课。将 1964年 l0月 1 

日定为槟榔屿中医学院诞生 日(图见封三)。 

槟榔屿中医学院学制4年，计划每 2～3年招收 
一 届学员。制定了槟榔屿中医学院院规。1968年 3 

月 19 13，中医学院施诊所开幕。联合会会员热心捐 

助施医赠药经费，中医学院教授及联合会医师担任 

义务出诊，指导第一届即将毕业的学员临床实习。 

1985年秋，在执监联席会中，推选出中医学院执行 

委员会，执掌中医学院的一切事务，以集体领导的方 

式管理中医学院。为提高教学水平，学制由4年改 

为5年，增加了学习时问与科目；教材方面，将 20世 

纪 70年代的讲义，改换为中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 

材。截至目前为止，学院共有 14届学生毕业，为当 

地培养了500多名中医师 -6]。 

3． 开办华南医院和联合会附设施诊所 

1883年，当地华人黄进聪等创办了槟榔屿“华 

南医院”。该院以中医为主，由总理陈俪琴等 l2人 

共同负责管理院务。除总院外，因求治日众，另增设 

分院2处。中医中药联合会成立后，委派固定中医 

师在华南医院驻诊，并不定时举行施医赠药活动，深 

受当地华人欢迎。1983年华南医院扩建为现代化 

的大医院，院长为祖籍福建龙岩的陈忠祥 。 

“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附设施诊所”的前身 

为“槟榔屿中医学院附设施诊所”，设立于 1968年。 

以针灸施医为主，施诊赠药为辅，免费为病人服务， 

亦为中医学院在籍学员实习的场所。施诊所的一切 

工作，乃由联合会中医师组会员及中医学院毕业同 

学义务负责。直至 1985年，中医学院因人事关系停 

办一年，此间施诊所交由联合会直接管理，照常施 

诊。于 1986年起，易名为“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 

附设施诊所”。施诊所每逢星期二、五晚上 7时半 

至9时，免费为各族贫苦病人服务。该施诊所至今 

已有40年的历史，诊治当地各族病人无数 -5,7]。 

4． 编辑中医药半月刊及中医学院毕业特刊 

1947年开始，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主编中医 

药半月刊，借当地华文报纸《光华日报》版位刊出。 

其主旨在于宏扬中华医药学术，兼作卫生保健的指 

导，根据中医药学说开展医药研究。稿件多来 自本 

会中医师组的会员。至 1965年停刊，18间共出版 

大约 390期，为当地华人社区了解中医药文化和卫 

生保健知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 。 

联合会于 1968年开始，共发行 14届中医学院 

毕业特刊。特刊内容包括国内外医学论著、同学习 

作、同学介绍、本地生草药介绍和图片、贺词、商业广 

告等，在当地的中医药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 

成立本地生草药研究小组 

槟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医药研究组生草药小 

组，原隶属于槟榔屿中医学院。从中医学院第四届 

学生开始，便有同学组织成立了“草药组”。由于槟 

榔屿中医中药联合会施诊所的中药材相当短缺，直 

接影响到临床疗效。中医学院的师生考虑到，如能 

采集本地生草药，既可以扩大施诊所某些药物的来 

源，又可以收集生草药活标本，方便中医学院的学员 

认识和学习生草药。于是在 1985年3月 3日，槟榔 

屿中医中药联合会正式成立了草药小组。生草药研 

究小组每两周上山采药一次。1986年 12月举办了 

首届本地草药展览会，展出生草药400余种，并出版 

了生草药特刊 1册。以后历届槟榔屿中医学院毕业 

特刊皆设有生草药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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