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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

药为最。”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乐显扬踏

上 了 以 药 养 济 众 生 之 路 。 1669 年 ，
他在北京办起一间药室。

该 为 这 小 小 的 药 室 取 什 么 名
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经典里的两
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是为大同”和“仁者，爱人也”。这
不就是济世仁心的最高追求吗？

题写着“同仁堂”的匾额被挂
到了这间药室的高处，至今名满天
下的药号就这样诞生了。

乐氏世代行医，祖籍宁波。乐
显扬在太医院任职时，研读了大量
医学典籍和皇家档案，整理了不少
古方、民间验方和宫廷秘方，这使
得他的医术更为高超。加上不分贵
贱亲疏的医德医风，让这间药室逐
渐赢得街坊邻里的信任，有了同仁
堂待病人一视同仁的美誉。

在一豆烛光下，乐凤鸣常常看见
父亲翻检一摞摞的医书, 或者在药柜
前品究种类复杂的药材。乐显扬“同
修仁德，济世养生”的情怀，在日复
一日中潜移默化感染后人，并成为同
仁堂世代坚守的价值观。

乐显扬去世后，乐凤鸣接过父
亲的事业，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
同仁堂药铺，汇编 《同仁堂药目》。
他写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就为同
仁堂建立起了严格的选方、用药、
配比和工艺规范。两句“必不敢”，
成了同仁堂对天下的许诺。

同仁堂的乌鸡白凤丸是一味妇
科名药。1849 年，制药车间的纯种
乌鸡只剩十余只。一名伙计就向当
时同仁堂的掌门人乐平泉建议：纯
种乌鸡特别难找，不如临时用杂色
的鸡代替。

“你来同仁堂多久了，不知道同
仁堂的规矩吗？选料必须地道、上
乘！”乐平泉语气坚决。他吩咐伙
计，立即到顺义、平谷等地购买纯
种乌鸡，如果买不到，暂停乌鸡白
凤丸生产。

诚 信 经 营 让 同 仁 堂 声 誉 日 隆 ，
特别是从雍正帝开始，供奉清宫御
药独办官药，历经清朝八代皇帝 ，
近二百年间未被更换。由于药方大
多源于乐氏家族祖传及宫廷秘方 ，
更是令其蜚声中外。

当时国内著名药市有两处，素
有“南有樟树 （江西），北有祁州

（安国） ”之称。祁州药市上，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若是宁波药商同仁
堂的代表不到，就不开市。

人们逐渐注意到，不仅仅是乐
氏同仁堂，自明清以来，宁波诞生
了数十位中国国药业的巨商大亨、
领 袖 人 物 ， 把 药 行 开 到 了 全 国 各
地，在各地药市都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一举成为国药业的翘楚。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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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9 日的日历，被料峭早春

包裹着；
唯有‘戒欺’的横匾，
在寒意里，依旧保持着卓尔不

群的褐色。
那一天，十四岁的他涉入了纷

繁人世的沧桑。
那一天，五尺半的他开始了前

程未卜的远航。”
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和丁建华

在一首诗里，这样抒写“江南药王
的最后传人”冯根生踏入胡庆余堂
的那个时刻。

国药界素有“北有同仁堂，南
有庆余堂”之称。被誉为“江南药
府”的胡庆余堂，坐落于杭州吴山
之 麓 的 大 井 巷 。 1949 年 1 月 19 日 ，
刚满 14 岁的冯根生走进胡庆余堂。

冯根生出身于中药世家，祖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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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
在纵贯几个世纪的时空叙事中，

同仁堂、张同泰、敬修堂、童涵春堂
等这些由宁波籍国药人开创的国药名
号，成为代表我国中医药的金字招
牌。有数据显示，国家颁布的“中华
老字号”药铺中，宁波人创办的占到
了约六分之一。

这些老字号何以领风骚数百年、
历风雨而不衰？或许可以从精、诚、
仁三个字中，品味其历久弥新的精神
密码。

——精。与其他行业不同，药业
关系性命。如何让百姓吃上放心好
药？宁波籍国药人给出的答案是，药材
要真，炮制更要精益求精。同仁堂安神
类中成药中有一味主药叫远志，处理
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然后将针一般
细的芯一根一根抽出来扔掉，对于这
费时又费力的工艺流程，同仁堂却始
终严格遵行。

无独有偶，“张同泰”煎膏工艺
流程至今同样严苛。老底子一冬只能
做 40 多个方子，即使工艺改善，每
剂仍需 5 天。有人嫌慢，但“张同
泰”药师认为 50 多道工序急不得，
只有火候、熬制时间到了，膏方清、
透、亮，才有好药效。

——诚。有人说，如果把 350 多
年同仁堂史浓缩，就会发现最闪光的
是“诚信”二字。比如六味地黄丸要
用山茱萸，还应先去核，用黄酒蒸
制。有的药商把山茱萸连核一同打
碎，省去酒蒸来降低成本，同仁堂则
坚持无论过程多么繁琐，为确保药效
不敢减省半点步骤，无论成本多么高
昂，为出珍品不敢偷省半点物料。

作为“江南药王”的胡庆余堂，
首任经理余修初同样来自宁波。余修
初 始 终 坚 持 “ 真 不 二 价 ”， 童 叟 无
欺 ， 货 真 价 实 ，“ 不 以 劣 品 弋 取 厚
利”。胡庆余堂的“局方紫雪丹”，是
镇惊通窍的名贵急救药，在制作中因
其中一味“朱砂”易与铜或铁发生化
学反应，为确保药效，在他“掌舵”
下，不惜血本铸成熬药的金铲银锅。
金铲银锅至今仍陈列在胡庆余堂，被
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也是新
员工入行最好的诚信“教材”。

——仁。明朝时，宁波余姚人朱养
心在杭州吴山一带悬壶行医，开办药
室，“贫乏不收值且赈恤之”。清朝时，
江南一带战乱或瘟疫流行之际，胡庆
余堂等国药号免费放药，为民除瘟疗
疾，传为美谈。

笑称，凡到药市，总能听到宁波话。
在杭州，宁波庄桥人张梅、慈

溪 人 叶 谱 山 先 后 创 办 张 同 泰 国 药
号、叶种德堂 ，“悉遵古法务尽其
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跻身国药

“杭六家”；在广州，宁波慈城人钱
澍田开设敬修堂，跌打万花油、追
风 透 骨 丸 等 良 药 风 靡 一 时 ； 在 上
海，宁波布商蔡嵋青开办蔡同德堂
国药号，宁波庄桥人童善长收购药
号创立童涵春堂，在沪上“江南四
大 户 ” 中 占 据 半 壁 江 山 ⋯⋯ 所 谓

“无宁不成市”，宁波籍国药商帮，
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

宁波之所以能成为“国药人的
摇篮”，是与当时名医辈出、医脉绵
长分不开的。同时，浙江又是中药
材原料大省，单宁波四明山地区就
产植物药材 780 余种。沿着“海上丝
绸之路”，宁波与国外也有着频繁的
药材交流。53 家药行集聚在宁波药
皇殿门口的砌街 （今药行街），使宁
波一度成为全国药材转运集散中心。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宁
波籍国药人从未把经营药材单纯当
作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是同时
视作悬壶济世的志业。从“达则兼
善，仁者爱人”命名天津达仁堂 ，
由“存济之心，赠仁于众”得名宁
波冯存仁堂，可得见宁波籍国药人
的初心追求。

在一方保存至今的碑刻上，有
学者发现，宁波籍商帮最早设立的
同业商会，可追溯至明末由药商在
京创立的鄞县会馆，这也是当时北
京城唯一的中药材行业商会驻地 。
也就是说，宁波籍商帮历史上是由
经营中药材起步的。

宁 波 “ 寿 全 斋 ”、 温 州 “ 叶 同
仁”、绍兴“震元堂”、上海“余天
成”、苏州“沐泰山”⋯⋯这些在全
国 药 业 版 图 上 举 足 轻 重 的 国 药 商
号，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宁波籍商帮
历史的辉煌第一页，在我国中药业
发展史上，积淀下厚重的记忆。

波，祖孙三代皆是胡庆余堂的药工。
这一天，冯根生穿上新缝制的长衫，
被祖母牵着迈进胡庆余堂的大门，成
为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

冯根生后来回忆说：“当时经理
领我到后厅，手往墙壁上指指，‘仔
细看看，这是胡庆余堂最重要的宝
贝 ’，是一块匾，有两个大字‘戒
欺’和一篇短文章。经理跟我讲了
其中的道理，讲‘修合无人见，存
心有天知’。我做学徒的头一课，就
是诚信教育。”

“戒欺”匾是在胡庆余堂成立之
初，由创始人胡雪岩所书。它也是
胡庆余堂众多匾额中唯一朝后厅挂
的 ， 用 于 告 诫 员 工 “ 药 业 关 系 性
命，尤为万不可欺”。冯根生也把诚
信当作最重要的信条，坚守一生。

“我的童年是伴着几十只药炉、
几千味中药度过的。”从药材筛选、
清 洗 、 切 制 、 干 燥 ， 到 炒 、 炙 、
漂、洗、煅、飞，活计精细，一丝
不苟。两千余种药的药性、配伍、
品相，他倒背如流。冯根生矢志把
每一剂药做成精品，每天 300 帖，一
年 10 多万帖药从他手中出去。“国药
巨匠”，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然而，传统中药的手工生产方
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求。1972 年，在冯根生带领下，胡
庆 余 堂 位 于 杭 州 西 郊 桃 园 岭 上 的

“驴皮车间”独立建厂，也就是后来
的青春宝集团。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作为胡庆
余堂传人的冯根生，将“戒欺”应
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上，并瞄准保健
品市场，把新创产品“青春宝”打
造成诚信的“旗舰”品牌。

首先是确保质量，第一步就是
选材。“青春宝”选材到了苛刻的地
步，严格鉴别药材的形状、大小、
颜色、断面、质地、味道等，不放
过任何瑕疵。

一 个 中 药 作 坊 ， 没 有 国 家 投
入，靠着冯根生带领全体职工努力
拼搏，资产规模增长 4000 多倍，成
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之一。

“ 尊 古 不 泥 古 ， 创 新 不 离 宗 。”
冯根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对胡庆余
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丸、散、
膏、丹是胡庆余堂传统王牌产品 。
冯根生改良古方，在国内首创生脉
饮 口 服 药 ； 以 人 参 和 蜂 王 浆 为 主
料 ， 首 创 新 型 滋 补 强 壮 剂 “ 双 宝
素”；还研制出中国第一支用于静脉
注射的中药制剂——参麦针。冯根
生作为中药现代化的扛鼎人，大胆
进行技术改造，中药生产由此步入
工业生产时代。

在冯根生的带领下，曾一度奄
奄一息的胡庆余堂将百年传承的中
药特色与新兴技术相结合，这家民
族老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对于中药事业，冯根生有着难
以割舍的感情：“我太爱中药了，我
们家祖孙三代都是胡庆余堂药工出
身，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上世
纪 90 年代初，一个外国老板出几百
万美元的年薪叫我去搞中药，我拒
绝了，因为那是出卖祖宗的。”

“ 我 的 一 生 都 已 经 融 入 中 药 事
业，无法摆脱，也不愿离开。”冯根
生用数十年的奋斗，缔造了“江南
药王”新的辉煌。

正如冯根生所说，他是“传统
中药的见证人，也是中国现代中药
的经历者”。“国药巨匠”冯根生的
济世情怀，折射了宁波药商精神的
现代传承。

“修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今
天，胡庆余堂药业公司生产车间外墙
上依然写着这 10个大字。虽然在净化
封闭式现代化的厂房中生产药品，外
人看不到也进不去，这几个字始终提
醒着胡庆余堂员工：制药务必“诚
心”，药号方能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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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塑像冯根生塑像

敬修堂敬修堂

中医药文化展示中医药文化展示

清 康 熙 七 年 （1668
年），咆哮的永定河水，
如恶龙作乱，冲垮了卢沟
桥两个桥洞，京畿之地，
洪水肆虐。

太医院医官乐显扬心
急如焚。没想到，凶猛的
洪水冲进了京城，甚至连
紫禁城午门都浸塌了一
角。最让他忧心的是，郊
野庄田眼见着成了汪洋泽
国，可怜的百姓流离失
所，霍乱、痢疾开始流
行。

朝廷下令拨款赈济灾
民。然而令乐显扬震惊的
是，经过户部官员和太医
院的层层克扣，发到百姓
手中的药和银两不足拨付
的十分之一，太医院院判
竟倒卖救命的药品大捞一
笔。

人命安能如草芥？乐
显扬出离愤怒：比洪水更
无情的，是人的利欲熏
心。他决然辞官而去。

乐显扬留下的背影，
是医者的一颗仁爱之心。
他没有忘记，宁波国药世
家留给他的家训，施药济
人，普救含灵之苦。

在他身后，一代代宁
波国药人以仁为本，行走
全国，供药济世，在波澜
壮阔的岁月中，演绎出一
段段名震华夏的国药传
奇。

当自然的本草与人世的仁心相
遇，演绎的是杏林春暖、橘井泉香的佳
话。有学者曾给同仁堂写过一副对联，

“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
恐怕也能代表诸多宁波籍国药人重仁
轻利的动人风范。

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医
药学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瑰宝。中医药
老字号即是数百年来传承这一瑰宝的
见证。

现 在 ，许 多 中 药 老 字 号 越 来 越
“潮”，频频跨界药饮、药妆等新领域，探
索直播、人工智能等新模式。这让散在
医书、藏在药室的养生理念和方法，不
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毕竟，中医药
的生命力，在于千百年来与人们的价值
观念、生活方式、生命基因融为一体。

冯根生曾说：“我仍坚信一个自
己的理想，希望中国中医药能够走向
世界，让更多的人认识中药、享受中
药带来的福祉。”现在不少老字号走
出国门，像同仁堂境外店已为全球约
5000 万人送去中式健康方案，受到
许多外国人士青睐。

中医药的仁心仁术，带着大自然
的草本清香，飘向千家万户。当人们
走进国药老字号时，不仅以国药护佑
健康，同样也感受着“心正药自真”
的中华药德。

纵观明清以来宁波籍国药人这荡
气回肠的开拓历程，有人说，这是一
部博施于民、重仁轻利的创业奋斗
史，在跨越数百年的药人与药草的对
话中，更是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同修仁
德、悬壶济世、泽被苍生的中华传统
药德的传承赓续史。

在宁波慈城古县城的民权路上，
坐落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宁波药商博物
馆，每天都会迎接游客前来参观。乐显
扬、冯根生的故事，以及生生不息的中
医药文化，在讲解员的娓娓述说中，再
次变得鲜活。人们由衷地感受到，在古
往今来那些宁波籍国药人的身上，药
道、商道与仁道，早已融汇为一。

一缕药香，绵延不绝；一世仁
心，映照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