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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洪若詩醫生於十一月初經港赴中國訪問，留港期間，港大醫學

會、理工學院國事學會、中大國事學會聯合邀請其作一公開演講，題目

為「我在新中國十五年」，特派員記錄。

醫療制度

一九四九年前後，約有三萬名西醫，大部分集中於城市中，不過百分

之八十的人民卻住在農村裏，其後，毛主席提出「走群眾路線，把醫療

衛生重點放到農村去」，訓練農民醫生，集中教授一些基本醫療知識，

同時亦注重環境衛生。

目前，全國約有一百萬個受訓的農民醫生，分散到農村去。也就是

說，每六百個人中，無論他們住那裏，便有一位醫生。這是中國歷史上

前所未有，亦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的。

一個好醫生所應具備的條件究竟是甚麼呢？除了掌握著知識、技術、

經驗外，還要對病人有良好態度和責任感，農村醫生除了有為人民服務

的決心，也肯定有充分的技術。可以說，農村醫生是中國近年來的巨大

成就。

文革的意義

四九年以來，中國各方面都取得成就，然而在取得政權後所面臨的一

個難題是怎樣去把這個國家建設成一個真真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人民和領導人都注意到這一點，他們都重視修正的危險性。對每

一件事，每個問題，都追源到所走的方向，是向社會主義還是開倒車

呢？這些都需要長時間認識，現在還不曾完結，事實上亦沒有完結的可

能。

就以醫療工作來看亦可說明文革的重要性。文革前，階級的大山，一

座座地壓在學生和病人頭上，學生多為高級知識份子，專業人士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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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而佔多數的工、農子弟都無機會成為所需的教師、醫生。

文革後，工、農子弟都得到翻身，而醫療內容則有重大改變，不再純

為科學而研習去，而是直指危害人民健康的病害。

經濟情況

以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比很多國家都嚴重，幣額時刻貶值。

現今的中國，經濟情況穩定，必需品的價格，在我居留的十五年間，

沒有高漲一分錢；就是有變動，亦只是降低而已。奢侈品如單車、手

錶、收音機也比較便宜和普遍。

中國可算是唯一沒有內債的國家；當然，她並不富有；但可以肯定，

人民的生活正不斷提高。

新舊對比

一九三六年我所接觸到的中國是個貧窮，充滿疾病，腐敗和飽受帝國

主義摧殘的國家，被稱為「束亞病夫」的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國土裏，

根本喪失了一切民權。清晨，街上滿是餓死、病死的屍骸，都市都有妓

女、乞丐。

現在的中國，基本上解決了很多問題，最明顯的糧食、衣著、住屋、

失業、教育等問題，已不再存在。記得以前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民沒有

機會入學而成文盲，現在所有兒童都能接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