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藥文化長流源遠至今，我們一直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做好一個普及推廣，
讓新生代從接觸到接受、由認識到認同的文化澤披工程。

誠如打造一個藝術城市，不單在技術的培訓和意念的創新，還要配合一城群眾
欣賞力的提升。然而，立在中醫藥文化的傳承與孕育路口，其難尤甚的，是要
走上潛移默化的台階，替早已融於大眾生活中的智慧與態度作出升華。為此，
我們盡心細意，決然嘗試在健康、教育和藝術之間畫上連線，試圖組出一個
伴著兒童成長學習的文化傳播三角力量。

中醫藥文化精神視「人」為一個整體，內在相互連繫，外在與環境結成一體。
這是一種視生命「在天地、與天地」共長共生的思維；這是一種實踐健康與
生活相連、生活與自然緊扣的態度。



中醫藥健康文化教育繪本系列　二要真切認識和體會這獨特文化，莫過於由教育與生活體驗開始，踐行學習
三步曲 – 問題、探索、經驗。要了解和掌握當今新生代「多發問、重溝通、
愛追夢、求創新」的成長特質，進而以引導取代灌輸，從趣味中滲出養分，讓
小朋友一步步交流、吸收滿滿的健康生活智慧。

選擇藝術，建構這個三角，為了開放思想框框，可以有效迎來小朋友無拘束的
創造、自我表現和現實模仿。圖畫是學習的鎖匙，最直接的訊息傳遞，匯集了
觀察力和想像力。繪本，年來一直進佔最受歡迎童書類別的前列，文字簡潔，
結合圖畫說著那「沒說出口的話」，正好方便誘發小朋友認識、思考和表達對
健康的關顧，鼓勵從生活中體味中醫藥文化。

中醫藥健康文化教育繪本系列不僅是健康生活教育的良好媒介，而且在書末
附上精簡易明的導讀，可連結親子伴讀優勢，有效締造家庭愉快的互動關係。

這無疑是一個嶄新的嘗試，我們深切期望在日益追求健康生活的當下，讓
「以人為本」的中醫藥文化，能以濃濃的關愛，在兒童成長學習中潤物無聲。

中華文化傳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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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臟六腑固然各自發揮本身功能，但同時亦

相輔相成，發揮互相協調互補作用。

根據五行生剋理論，局部的病變，會波及其他

部分，甚至引致整體功能失調，所以診症

治療，主要是糾正失調問題，令整體重回平衡

狀態。

人的身心狀態往往與外界環境息息相關。外界

發生變化，身體及心理作出反應，尋求適應和

平衡，生活起居及勞逸作息與自然規律保持

一致，以保健康。

中藥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使用的藥物，沒有

物質限制。一般包括植物藥，動物藥和礦物藥

三類，而當中植物藥佔大多數。

除了已確診患者，一部分人是處於健康和患病

之間的過渡狀態。

亞健康是介於疾病與健康之間，無器質性病變

的一些功能性改變。要防治亞健康，除注重

身心健康、注意飲食、按時作息及作適量運動

外，更要了解氣候、季節、地理、環境等外在

規律，作出平衡和配合，讓人體恢復「陰陽

平衡」的健康狀態。

又稱牽牛花。夏秋開花。顏色多樣，以藍、紅、

桃紅、紫色較多。種子為常用中藥，入藥多用

黑色品種。種子性寒味苦，有瀉水通便，消痰

滌飲，殺蟲攻積作用。由於有毒，需由醫師

處方使用。

又稱野菊。深黃色。氣芳香而味甘。可在秋冬

二季花初開時採摘、曬乾。性微寒味苦、辛，

具清熱、消腫解毒功效。

多生於荒野、道旁。一年生。以全草入藥，

性涼味甘、淡，能清熱利濕，祛風明目，解毒，

殺蟲。

又名艾蒿，以葉入藥則稱為艾葉，性溫味辛、

苦，能溫經止血，散寒止痛，祛濕止癢。可用

於婦科崩漏，月經不調，痛經等。灸法中常用

的艾灸，是指利用燃燒以艾絨製成的艾灸產品

如艾條、艾炷、艾粒等所產生的溫熱刺激經絡

穴位，以達致治病及防病的目的。近代藥理

研究顯示，它具抗菌，平喘，抗過敏性休克，

鎮咳，祛痰，止血，抗腫瘤作用，所含的揮發

油中帶有特殊的香味，民間應用上能驅趕

蚊蟲。

我們活在大自然中，風雨日夜的滋養，花草

樹木與萬物的生長，都是大自然的禮物。中藥

來自大自然，是治病保健康的重要材資，一直

與我們並生並存，養我護我。

外在有四季有冷暖冬夏，而我們身體內在，也

自有平衡的調節。從花草萬物成長的規律，

認識我們成長的規律。懂得身體外在的大自然

規律，作出平衡與配合，是中醫藥一個貫徹

始終的重要觀念。

治病的「藥」，大自然給予；治未病的「藥」，

在與大自然和諧協調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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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中醫藥文化對你來說陌生嗎？

C:	 小時候生病，媽媽帶我到西醫診所，一粒

藥、一支針，很快見效，所以沒什麼機會

接觸中醫；長大後，因為痛症困擾，嘗試

了中醫療法，所以現在不再陌生。

Q.	 喜歡繪本嗎？可有想過以繪本形式讓

小朋友認識中醫藥文化？

D:	 小時候沒機會接觸繪本，說不上喜不喜

歡，當然更沒想過採用這種陌生的媒介。

參與這個計劃後，多留意了坊間的繪本，

知道小朋友會從中吸收不少知識。

Q.	 你覺得現在的小朋友有什麼特點？

推廣中醫藥文化教育困難嗎？

D:	 他們比較喜歡看圖畫，對文字興趣缺缺，

所以畫面豐富、具趣味性的繪本圖書會令

他們較易接受。我曾向小朋友講解中醫藥

知識，不消十分鐘，他們的思緒已經飛

走了。

Q.	 向來參與不少年青人活動，如今面對

小朋友，如何？

	 認識中醫藥文化，小朋友有什麼好

途徑？

D:	 年青人和小朋友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年青人可直接傳授，小朋友除了看症外

難有機會交流。相信透過家長及書本認識

中醫藥文化會較佳。

C:	 我想最容易認識到中醫藥文化，應該是看

醫生的時候，就像我小時候一樣，覺得

中醫很陌生、用的藥材又奇怪等等，記憶

很深。

Q.	 你覺得在小朋友心目中的中醫師是

怎樣的？

C:	 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應該分別不大，年紀

一把、頭髮斑白、樣子嚴肅等等；不過當

今次繪本誕生後，我相信，小朋友要認識

和接受中醫師絕對比當年的我容易得多。

D:	 小朋友初接觸我時都沒有特別概念，以為

跟西醫差不多，穿醫生袍、掛聽筒、會打

針，像Peppa	Pig的Dr	Brown	Bear		　。

慢慢發現有點分別了，例如會捉著他們

的手，要他們伸出舌頭，這些都令他們

好奇，會問為什麼？從而觸發了思考

中西醫的分別：把脈、看舌頭、問很多

問題、很年輕易溝通		　	。

Q.	 與繪本師第一次合作？

	 與中醫師第一次合作？

D:	 對，第一次，相當興奮，過程中亦具啟發性，

沒想到文字可變成趣味性的圖畫。開始時，

大家都有共識，內容要簡單易明，從基礎

切入，將中醫藥文化融入生活。當繪本逐漸

呈現出我們的構想時，感覺很		　。

C:	 哈哈，跟我認識的中醫師完全不一樣，年青、

新潮、專業，談及中醫藥學術上的知識，已經

可以獲益良多。

Q.	 現在繪本要出版了，有什麼感受？

D:	 當見到成品時，真的非常高興，讚嘆千芊將我

們想表達的內容細緻地繪畫出來，色彩豐富，

很有趣味，滿足、滿分。

Q.	 你希望小朋友透過繪本學懂什麼？

C:	 能夠透過抽象而細膩的表達，讓父母陪同一起

發掘繽紛奇異畫面背後的意義是非常重要。我

同時希望向小朋友帶出要好好保護、珍惜大自

然的信息。就如繪本中說「要愛大自然，因為

大自然愛你。」

Q.	 對繪本的成效有信心嗎？

D:		 我讓侄子侄女看了，他們也覺得很有趣，還

好奇地問這問那，主動地想知更多關於圖畫的

內容。能令小朋友產生閱讀興趣，我想繪本

初步是成功的，只要家長從旁引導解釋，就

更易吸收和了解中醫藥文化，亦可增進親子關

係。

Q.	 對這個計劃有什麼展望？

C:	 小朋友從中能初步認識和感受中醫藥文化當然

是最重要。更希望可以將這繪本帶到世界不同

地方，讓更多小朋友認識、受惠於中醫藥

文化。

D:	 合作完成了兩本繪本，當然希望將來有更多

單元、系列關於中國文化、中醫藥文化讓

小朋友認識。不局限在香港，亦可推廣到其他

華文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更大的想法是發展其他文字版本，中醫藥文化

和人、生活、大自然息息相關，希望其他國家

的小朋友也有機會接觸。

Q.	 最後，過程愉快嗎？

C:	 怎可能不愉快？能與一群理念相近、目標一致

的人合作，實在難得。

D:	 開心	

繪。工千芊 醫。歐卓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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