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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了一些有關醫學生的批評，覺得不符合事實，於是便產生了不吐

不快之感。

有人說：「進入醫學院的大部份學生，滿腦子是金錢和地位。」試看

我們周圍的同學，他們勤勤懇懇的讀書，若問他們幹嗎這樣勤力，都說

要過考試嘛；再問，將來希望當個怎樣的醫生呢？多回答要做一個普通

的醫生，貢獻自己一分力量。滿腦子車子、金子的可能有，但絕不是多

數！再看看我們的老師，他們邊教學邊研究，工作時間相當長，可是薪

金不過是幾千，就算畢業同學面臨選擇服務崗位的時候，很多仍然希望

留在醫院工作，只是職位不足夠時，就不得不出來掛牌或出洋行醫了，

而他們的收入大多都不是什麼天文數字。這些事實都說明抱著名利主義

讀醫科的只佔極少數而已；而大多數都是抱著良好願望，希望將來當個

好醫生，服務社會的。倘若說，醫科生的理想不合乎實際，那倒還比較

真實一點。很多本以為讀好書，做好份內工作，仁心仁術，這個社會就

得到健康，這個世界也因自己所發的一分熱而得到光明。可是一旦當起

醫生來的時候，對社會實際的醫療情況接觸多了，卻發覺原來病人是

如此源源不絕，有些本來應該早些來接受治療的，卻因牀位不足而要排

期，或因工作關係而把疾病延誤了，也有很多病例是可以預防，卻沒有

做到，例如工作條件不好致工傷事故常常發生、交通意外、環境衛生惡

劣而做成的傳染病、社會悲劇引致殺傷等等，難怪有些人說醫生只能替

部份病人暫時解除部份的疾苦，而真正要提高市民的健康水準，工作真

的很不簡單呢！

所謂「醫科生不關心社會，連醫學界所發生的事情也沒有多大反

應」，或許有其真實性，可是，脫離社會的，並不只是醫學生，不是

嗎？在整個中學大學課程裏，哪裏有鼓勵學生們認識社會，培養分析事

物的能力呢？現在，認識社會已初成趨勢。在醫學院內，同學亦很多是

關心醫療界的事情的，只是事情多著，需要時間和途徑去深入瞭解，兩

誤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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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暑假，百多位同學一同作了一個對香港醫療情況的社會調查，得

益亦不少，可是卻不知怎的，並沒有像本來訂下的計劃那樣，把調查結

果整理刊出，聽說其中很複雜，就連資料也石沉大海，才使同學們感到

既失望又莫明所以。自十年計劃綠皮書發表了以後，同學亦有意分析其

內容，譬如：那些數據是否正確呢？多了建設就能解決醫生荒了嗎？

醫生多了，醫生對病人的態度就會好了嗎？普通醫生的技術，有什麼

方法保持他們的水準呢？對政府醫院裏究竟有什麼因素致使醫生外流

呢？對於本港的非英屬聯邦醫生，當局為什麼不採取接納態度呢？多建

中醫學院固然好，但是師資、儀器、經濟方面都會有問題嗎？這許多許

多問題，都很需要我們深入的探討。雖然對這些問題或曾聽過一些解

釋，卻還覺未夠深入。對於問題的探討，必要有認真的調查，才能進行

全面的分析；否則，只掌握些片面現象，過份誇張，甚至隨便下結論，

都不是研究事物的科學精神。

既然，醫學制度本身與社會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聯繫，對問題作探討也

就要全面地認識社會。其實這個要求已反映在醫學院活動的方向──多

接觸社會，多分析社會現象，提高社會意識。就讓我們以實際行動回答

別人對我們的批評吧！

值得注意的事

「八月八日，四百七十名非英聯邦醫科大學畢業生為爭取職業權益，

要求當局安排工作，集體前往醫務衛生處。」對於這件事，我們醫科同

學應該怎樣看待呢？希望大家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