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別於其他學位課程*，醫科學生的

MBBS課程需要五年時間來完成，造

就了四、五年級「超級大仙」的出

現。在七十年代中以前，醫學院

儼然一個長幼有序的小社會，有

不少不成文的規矩維繫著這種

「大仙」文化在醫學院甚至香港大學都

源遠流長，學生年級越高便越「仙」。



「大仙」文化。例如醫學會「medic呔」便是「大仙」的專利，許多年來是

醫學生身份的象徵。

「大仙」文化的出現，發展和式微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醫學會之夜 (Medic Night) 是醫學院一年一度的盛事，備受全院上下的重視，

有關的報導和文章經常見於復刊初期的「啟思」。同時，它從座位安排到

高年級戲劇表演的內容都是「大仙」文化的終極體現。六十年代末校政改

革以後，多了中下階層的子弟入讀，學生的背景漸趨多元，加上醫學院隨

後進入「認中關社」的七十年代，學生的視野擴寬了，因此開始反思並批

判「大仙」文化的不公和流弊。一方面，有論者提出同學之間應該不分彼

此；另一方面，亦有人反駁指傳統文化不可輕言揚棄。兩派的支持者各不

相讓，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的醫學會之夜攘成衝突，不歡而散，醫學會之夜

更因此停辦三十年。

在這個部分，讀者可以看到不少以醫學會之夜為切入點評論「大仙」文化

的文章。

*在一九八二年牙科學院成立以前，MBBS是唯一一個五年課程。其他學位課程一

般需時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