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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中医现状与趋势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周叔平 (3 6 1 0 0 5)

关键词
:

中医教育
; 马来西亚

;
发展趋势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
,

现有华人近五百万
。

中医在

马来西亚颇受华人欢迎
,

并且马来族
、

印度族人们也乐

于接受中医治疗
。

随着中马两国关系的改善
,

相互间交

往 日益频繁
,

马来西亚的中医亦随之得到很大发展
。

研

究马来西亚的中医现状与发展趋势
,

对于促进中医对

外教育
,

定有所益
。

笔者去年曾赴马进行中医教育三个

月
,

得到一些有关资料
,

现特对此作如下整理与分析
:

一
、

中医医疗现状

1
.

马来西亚国民对中医的认识
:

马来西亚主要有

三大民族
:

马来人
、

华人
、

印度人
。

华人约占三分之一

左右
。

华人对中医的信赖基本上与我们国内相似
,

有的

甚至还超过我们
。

从门诊与言谈中可看出
,

不少马来华

人对中医怀有一种神秘感
,

有的甚至于达到了迷信的

程度
:

认为中医是万能的
,

且绝对没有副作用
。

因此
,

有相当一部分华人有病即找中医
、

针灸诊治
。

如该国工

程部副部长郭沫镇认为
: “

和西医比较起来
,

中医检验

方面稍嫌不足
,

可在保养元气方面
,

中医的整体性治疗

又非西医的局部治疗可比拟的
。
”

相比之下
,

其他几个民族的人看中医的相对较少
,

但随着中医热在全球兴起
,

正在不断增加
。

据笔者调

查
,

我院在马之毕业生中
,

其他民族之患者诊疗数大约

占华人患者诊疗数的五分之一左右
,

但有不断增加之

势
。

中医对马来西亚人们的保健事业的贡献是为政府

所承认
。

如卫生部长那督李金狮先生表示
: “

作为传统

医学的一环
,

中医中药在协助政府为人民提供医疗和

保健事业上
,

扮演一个富有意义的角色
。
”

2
.

现有中医药概况
:

马来西亚目前尚未设立中医

的专管机构
,

开立中医诊所
,

毋须经专业考核
.

只要向

政府机构办理商业执照即可
。

这种无政府状态对中医

师和整个中医事业来讲
,

有好的一面
:

即在目前世界性

中医热中
,

而马来西亚 医师尚处于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

“

无政府
”

状态容易使中医师队伍迅速扩大
。

如从 1 9 8。

年到 1 9 9 5 年
,

中医师从 7 0 0 人增加到 2 0 0 0 人
,

中药店

从一千九百家发展到三千家
。

也给国外中医师
,

特别是

中国大陆中医师去马来西亚诊疗提供了方便
。

据不完

全统计
,

中国大陆近五年去马来西亚诊疗的中医师就

达千人左右
。

而且
,

此举也加强了马外中医师之间的学

术交流
,

有利于提高马来西亚中医医疗水平
。

但
“

无政

府
”

状态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
:

首先
,

中医师队伍由于

没有经过专业考核
,

以至鱼龙混杂
,

甚至有借中医之

名
,

行骗钱之术者
。

不仅影响了中医诊治质量
,

同时也

大大影响了中医之声誉
。

如 1 9 9 4 年 6 月
,

马来西亚报

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

一位中国大陆中医师去马来

西亚行医
,

声称
“

保治牛皮癣
”
而收取高额诊金

,

结果

不但无效
,

而且引起局部感染
,

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
,

病人因此而控告该医师
。

此医疗事故不仅影响了民众

对中医医师的信任
,

也引起了政府对中医的注意
。

其后

不久
,

马来西亚政府明确规定
:

外国中医师如无特别许

可
,

不得在马来西亚行医
。

据报导
,

卫生部长李金狮透

露
: “

卫生部与内政部已经取得协议
,

那些以游客身份

进人我国
,

却在酒店
、

住家或后院行医的传统医师
,

将

会被检举
。 ”

马来西亚中医界也相继自发成立了一些中医组

织
,

如群众团体
、

学校
、

医院等
。

中医药团体全国共有

三十几家
,

其中较有影响的中医药团体有马来西亚中

医师工会
、

马来西亚针灸学会等
,

中医药学校较有历史

和规模的有马华医药学院 (即马来西亚中医学院 )
、

槟

城中医学院等
。

近年来又相继创立了东方中医药进修

学院
、

马中厦大中医学院等 ; 较具规模的医院有同善医

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

中华施医诊所
、

东华医院等
。

二
、

中医教育现状

由于全球中医热的掀起
,

使马来西亚要求用中医

诊疗和学习中医的人数迅速增加
。

接受中医教育
,

在马

国目前主要有下面两种形式
:

1
.

参加中国大陆的中医教育
:

马来西亚中医爱好

者
,

参加中国大陆的中医教学
,

在 91 年 (对中国大陆

开放) 以前主要是参加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函授

学习
。

据统计
,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

至今已接纳马

来西亚学生近两千名
。

即使在当时中马不能直接通邮

通航以及马 来西亚对中国大陆书籍采取封锁的情况

下
.

也有不少马来西亚中医爱好者
,

通过第三地区的亲

友的转邮等帮助
,

排除一切障碍
,

参加函授学习
。

而当

91 年中马关系改善后
,

马来西亚来我国学习中医人员

便迅速增加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我国有近十所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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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接纳了来 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

这些学生中
,

既有刚

从中学校门出来的
,

也有行医多年
,

甚至几 十年的老中

医
。

由于中国中医教学的正规化
、

系统化
、

高质量
,

因

此
,

即使是马来西亚原来的
“

老中医
”
通过在我国的学

习
,

也都觉得收获颇大
。

或由中国中医人员去马进行教

学
,

也备受欢迎
。

这种学术交流也得到马政府的欢迎和

鼓励
,

马来西亚卫生部李部长长曾说
: “

卫生部欢迎同

时鼓励马中医学界交流
,

因为这种交流肯定能够进一

步提高中医水准
。 ”
近几年来

,

马来西亚中医学院与广

州中医药大学开办了学位双联课程 ; 同善医院与南京

中医药大学联办了康复中心 ; 东方中医药进修学院也

与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协作
,

在该院设立了辅导站 ;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多次选派中医教师赴马进行中

医针灸教学
。

2
.

本国中医教学
:

中医在马来西亚已有近 6 00 年

历史
,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从传统的师徒式的

教学方法走向较为正规的课堂教学
,

这还是近三
、

四十

年的事
。

在这三
、

四十年间
,

虽 已培养了近千名中医师
,

但由于师资力量薄弱
、

中医书籍缺乏
、

学生中文水平偏

低
,

阅读古籍较为困难
,

加之相互间缺少交流
,

教学质

量大多较差
。

但 自91 年中马关系改善后
,

马来西亚中

医教学开始出现明显变化
:

第一
、

大量中医书籍涌人
,

使马来西亚中医界如
“

久旱得甘霖
” ;

第二
,

中医师工

会
、

中医学院借开放交流之东风
,

中医从业人员间接触

机会增加
,

学术交流活动也渐频繁
,

从而也直接提高了

师资质量与力量
;

第三
,

中国中医教学模式
.

给马来西

亚中医正规教学提供了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 第四
,

中国

中医教学人员直接赴马来西亚执教
,

以及马来西亚中

医人员来中国进修学习
,

均促进了马来西亚中医师资

力量的提高
。

2
.

行医资格的确定方法
:

确定行医资格
,

方法应

该有多种
,

但其中主要的可能是以下儿个条件
:

已经从

事中医若干年者
,

可得确认
;
刚行医或欲新开业行医

的
,

则需要有专业院校毕业文凭
,

并进行专业考核
。

如

马来西亚中医师工会主席饶师泉代表中医师工会向卫

生部建议
; “

政府可 以通过考试鉴定等方式
,

来承认中

医师的资格和地位
。 ”

3
.

中医专业院校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

随着中医从

业对专业文凭的重视和专业考核的进行
,

欲参加中医

专业学习和深造的人数也将增加
,

则中医院校也相应

得到发展
。

预计不久的将来
,

政府也将主办中医院校
。

4
.

进一步放宽对赴中国大陆深造人员的限制
:

尽

管中马关系近年来有很大改善
,

但马来西亚赴中国留

学
,

仍有很大障碍
。

如马来西亚副内政部长拿督美格朱

聂在一年前曾警告大马学生
,

如果要到中国大学深造
,

必须向内政部申请
,

如私自到中国留学是犯法的
。

其原

因是中国属
“

共产国家
。 ”
因此

,

可以相信
,

随着中国

大陆进一步改革与开放和中马关系的进一部改善
,

此

类限制将逐步放松
,

直至取消
。

5
.

中国大陆中医院校文凭可能将得到承认
:

由于

中医起源于中国
,

加上中国大陆中医教育系统化
、

规范

化
、

质量好
、

声望高
,

并且 目前有不少马来西亚中医界

人士
,

甚至于当地较有名望的老中医也在中国参加了

中医学习
,

获得了相应的文凭
。

因此
,

预计此文凭将暂

时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承认
。

但随着马来西亚本国质

量的提高与完善
,

情况可能将随之出现变化
。

6
.

中药需求量进一步增大
:

鉴于 以上变化
,

马来

西亚中药需求量也将不断增加
。

目前马来西亚中药仍

大量从香港或第三国进 口
,

直接从中国进 口的较少
。

预

计这一途径将逐渐改变
,

最后必将发展成大多直接从

中国大陆进口
,

因为这样可 以大大降低成本
。

三
、

趋势 参考资料

随着中马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和马来西亚中医的不

断发展
,

笔者预计中医在马来西亚将会出现以下几个

方面的变化
:

1
.

将出现政府专管机构
:

随着行医人员和求治于

中医之患者的增加
,

因此而出现的医疗纠纷等也必将

不断增加
,

从而必定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

可 以想象
,

政府将因此制定出一系列 医疗法规
,

其中最主要的将

是对中医行医人员的资格的确认
。

据报导
:

马卫生部李

部长 日前指出
,

政府将研究为所有中医师及其传统医

师进行注册的可能性
,

以便逐步承认中医师的地位及

有效管制和杜绝冒牌中医师
。

他说
:

他已指示医疗总监

进行这项研究和探讨
,

以决定是否有必要规定所有中

医师和传统医师进行注册
。

(l) 李金狮 医师要有医德 中国报 (马来西亚 ) 19 9 4 年
8 月 1 5 日

(2 ) 薛淑贞 马来西亚推广中医药概况 海外华文教育

19 9 2 (1 )

(3) 饶师泉 冀政府资助友族也看中医 中国报(马来西

亚 ) 19 9 5 年 1 0 月 16 日

(4 ) 李金狮 遏制籍交流行医牟利 南洋商报 1 9 94 年

7 月 6 日

(5 ) 郑荣江 中医师工会冀政府早日实行中医注册 星

洲 日报 19 9 4 年 1 2 月 l 日

( 6) 张自成 私自赴华深造犯法 星洲 日报 1 99 4 年 11

月 3 日

(收稿日期
: 19 9 6 一 0 7 一 0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