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院士李國棟醫生講辭 

首先，我對獲邀於二零一六年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頒授典禮上代表各位榮譽院士致
辭，深感榮幸。獲頒授榮譽院士銜，已是一項殊榮。而有幸代表眾院士致謝辭，更是本人的
莫大榮耀。

我謹代表諸位院士衷心感謝中文大學舉行這隆重的典禮，對我們的工作予以肯定和表
揚，鼓勵我們繼續為大學以至整個社會，發光發熱，樹立楷模。

對我個人而言，獲頒榮譽院士銜，尤如獲奧斯卡、艾美獎或格林美獎評審委員會頒授終
身成就獎。得獎者常言道，他們只是努力從事自己熱愛的事，獲獎並不代表其人生、事業甚
至工作已臻圓滿。正如我和另外四位榮譽院士，仍然活躍於各自的專業領域，努力不懈，繼
續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我相信諸位院士都會認同，我們選擇了自己所愛為職業，因而樂在其中。今天所獲的榮
譽，將進一步推動我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繼續奮發，貢獻社會。當然，我們亦要感謝一眾家
人、同事和朋友，他們堅定不移的支持，既成就了我們今天豐碩的果實，也是驅動我們繼續
前進的動力。

今日我們獲香港中文大學這所最高學府頒授院士銜，正展示出學海無涯，而我們五位每
天仍在努力學習，不斷求進。獲中大頒此殊榮，我們莫不自豪。

過去三年半，我一直擔任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因此，我絕對可以引證中文大學一直
以來對香港醫學界的重要貢獻。作為本港唯一兩所醫學院之一，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一直擔
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培育新一代的醫生和專科醫生，同時亦肩負起保障社會衞生的重任。

香港中文大學在醫學界的貢獻舉世聞名。校長沈祖堯教授是臨床腸胃科專家，對腸胃病
病因、診斷及治療的研究成就卓著。而中大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盧煜明教授，則發現
了孕婦的血漿記憶體內存有胎兒基因，開拓嶄新的無創產前診斷。

我們不時提醒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內的所有院士，作為前線的醫護人員，不論哪一門專
科，最大責任是醫治病人，而不僅是對抗疾病。我們必須要更努力，讓醫生和病人有更好溝
通，以及讓醫療專業走入社區，以應病人日新月異的需求。我本人的專業──家庭醫學，正
是一門極富挑戰性，卻能帶來極大滿足感的醫學專業：既要醫治病人本身，同時要兼顧病人
家屬和社區；既提供普通科診療，同時要兼顧專科診所或醫院的轉介；既要及時治療，亦同
時要顧及長期的疾病預防工作。然而，我相信，醫生的角色須與時並進，醫生不但有責任教
育大眾如何照顧自己保障健康，以及控制一切已知及可受控的疾病，同時要作好準備應付未
知的疾病。



從更宏觀的角度觀之，全球醫療專家的最新目標就是要作好準備，增強抗逆力，對抗未
知──不論是恐怖主義、疾病還是天然災害，一旦發生災難，要在破壞中迅速復元。從九十
年代的禽流感、二零零三年沙士（非典型肺炎）疫症，到近期伊波拉和寨卡病毒在國與國之
間傳播，這些例子都在提醒我們災害防護和應變的重要性。事實上，亞太區正是全球災害發
生次數最高的地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於二零一四年成立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旨在保護市
民，並為香港培訓更多醫療、緊急應變和教育的專業人才，以防備和應對各種天然和人為的
災害。中心更促成了牛津大學、哈佛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合作，共同為應對未
來的挑戰作好準備。這類跨國、跨學院的合作必須加以鼓勵和提倡，俾學習更多國際規範和
知識，以應付本地對醫療的需求。

我喜見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在災難防護應變方面有共同信念，中大並將相
關的課題納入公共衞生碩士學位課程中。此外，香港中文大學與牛津大學共同成立的災害與
人道救援研究所，亦與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合作提供有關氣候轉變與健康的網上教育，以及提
供專為中學老師而設的災害防護和應變培訓課程。這些在在顯示中大在籌劃和推行課程時，
亦以回應社會需求，改善香港市民生活為目標。

最後，讓我作以下總結。過去三十年來，我一直在本地、海外和內地從事醫療教育和培
訓工作，每分每刻，都不斷學習新事物。我經常提醒同學，活到老，學到老，到處皆是學習
機會。大學不只是學習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學懂做人處世，培養好奇心，養
成終生學習的習慣。我衷心勉勵在座各位積極提倡終身學習，努力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本人謹代表各榮譽院士領受人再次感謝各位，能夠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榮譽院士，我們
均深感榮幸、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