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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豫园，一座近10米
高的封火墙引人注目，墙上是
浑厚遒劲的四个大字———童
涵春堂。很多人不知道，这家
创始于 1783年的百年老字
号，是上海国药“四大户”中唯
一土生土长且从未离开过上
海的。
“童叟无欺，涵合理中，春

生万物，堂堂正正”，“童涵春
堂”从清乾隆时期十六铺小东
门的一间小药铺，发展到如今
年销售额数亿的现代医药企
业，改变的是企业管理模式、
不变的是“戒欺”“求真”的店
训。今年我国首部《中医药法》
即将施行，传统中医药产业迎
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风
来了”，234岁的“童涵春堂”
如何起飞？令人期待！

童涵春：把每颗药丸都做成精品
!"#年良心做药 童叟无欺 以技傍身 求真为本

本报记者 程绩

! ! ! !古色古香的童涵春堂营业大厅
内，仿佛能闻到百年来绵延不绝的
药香，川流不息的求方购药者让这
座古建筑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味道。
“什么叫百年老店？就是产品变

了，生产方式变了，但经营理念不
变。”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卢国生说。

起模、加水、加料、泛制……陈
卫兵双手紧握药匾，迅速依靠臂力
来回旋转药匾。细粉在匾中立即随
之转动。!分钟后，陈卫兵放下药
匾，加点水，再度重复上述动作。约

莫半个多小时，药粉变成了一颗颗
直径 "#$到 !毫米的细小药丸。
陈卫兵是童涵春堂中药手工泛

丸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这份“古老”
的手艺，他一做就是近 %"年，师傅
教给他、他再教给儿子，“工作第一
天，我就记住了‘采办务真、修制务
精’这八个字，然后始终没忘过。”
童涵春堂的发展，就在这一代

代药工和一门门手艺的传承之中。
“上海滩 %家老字号国药号，蔡

同德来自武汉、雷允上产自苏州，胡
庆余堂则源于杭州，唯有童涵春堂

是上海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土生
土长且从未离开过上海的老字号
国药店。”卢国生介绍，&'年前，这
位如今的掌门人还是童涵春堂的一
名仓库保管员。记者采访中发现，童
涵春堂很多员工都是从学徒做到
退休，“所以我们员工归属感和荣
誉感特别强，都知道做人做事不能
砸招牌。”

童涵春堂金字招牌，始于 (&%

年前的清朝乾隆四十八年。创始人
童善长在上海小东门外里咸瓜街上
专做中药材批发生意，!)*&年在小

东门瓮城方浜北岸（即今方浜中路）
的一开间门面开店，店招取名为童
涵春堂，是因为“涵春”具有“涵合理
中、春生万物”之意。做生意“戒欺求
真”，童涵春堂稳步发展。

!' 世纪中期到 (" 世纪初，伴
随着“下南洋”的热潮，童涵春堂飘
扬出海，第四任经理童绳霞，自置大
型帆船往返于上海和南洋群岛之间
运输木材，出海时顺便带去童涵春
堂精制饮片及丸散膏丹等，其中如
淡附片、玄胡索、广金玉、花槟榔、淡
苁蓉、制首乌等药深受侨胞欢迎，童
涵春堂的名声响彻港澳地区、东南
亚甚至扩大到日本、欧洲和美洲。
一度，有华人之地就有童涵春。

戒欺求真 百年立身之本

! ! ! !一料膏方，从药开始煎到最后
煎成，前后至少要 *到 !"个小时。
“这里面大有讲究，每个环节都考验
药工的手艺和经验。”李国新看着药
罐里水的多少，闻着罐里的气味，
“你闻，这就是上乘的药材经过煎煮
后散发出来的药香。”

李国新是童涵春堂的中药高级
技师，工作 %!年，“做了一辈子膏方”。
“收膏太薄容易变质，不利于贮

存；太老要结焦破坏；膏收不好经冷
藏凝固容易发霉变质……”李国新
滔滔不绝，做膏方，只要其中一个环
节出了问题，膏的质量就会下降。
“老上海”大都知道“童薄片”，

“童薄片”的制作手法，更是精细。刀
房师傅能把一粒蚕豆般大小、治咳
化痰的制半夏，切成薄似蝉翼、色白

如玉的透明亮光的一百多片，将这
样的薄片放在书页上，丝毫不影响
你透过它阅读后面的文字。
“童薄片”的产生始于 !'世纪

+"年代，“当时童涵春堂开始对中
药饮片的炮制方法和片型加以改
进，以提高质量，使片型更美。”后
来，法半夏片、淡附片、广郁金片、玄
胡片和槟榔片，博得了“童薄片”的
美称，有人赞誉说：“半夏如蝉翼，附
子飞上天，玄胡、郁金像金箔，槟榔
要切 !"*片。”

然而李国新告诉记者，“童薄
片”的技艺却一度面临失传危机。近
年来由于怀有绝技的老药工相继离
世，“童薄片”一度后继无人，为此，
童涵春堂花费两年多的时间，通过
档案资料的考证、药工的口述和实

际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将这门技术
抢救成功，“抢救‘童薄片’，因为它
代表着童涵春堂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
老药工的工匠精神，如今在童

涵春堂被年轻人传承着，在童涵春
的柜台上，年轻的售药人正一手拿
小秤，一手麻利地量着药。药多了，
轻抖托盘；药少，再轻捻一些。低头
看秤，已分毫不差。摊开包药纸，倒
药、裹包，一气呵成。

卢国生说，“做药就是做良心，
还是那八个字———‘采办务真、修制
务精’，不投机取巧，确保每种药材
的质量，对产品采取严格的检测标
准，老百姓才放心。”

把每一颗药丸都做成精品，这
就是老字号的工匠精神。

! ! ! !近年来，童涵春堂正在摆脱“慢
郎中”的印象，“老字号”跟上了大都
市的快节奏。
“我 *"后，经常手脚冰凉。”“我

'"后，一到雾霾天，就老咳嗽。”“有
啥膏方能帮我改善下？”

童涵春堂中医门诊部，是 ("!(

年首批入选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的中医坐堂门诊部，每个双休日都
是一号难求。近年来，来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
为了提升服务，童涵春堂提出

了“六小”的口号———备齐小药品；
做好小生意；当好小参谋（问病卖
药，买药问病）；开好小窗口（夜间通

宵服务）；接好小客料（代客加工药
品）；寄好小邮包（代客邮寄快递）。
持之以恒执行数年，广受好评，大众
点评 ,--中，童涵春堂 $"家连锁
品牌药店共有一千多条评价，“服务
热情”“药材丰富”“老品牌放心”占
关键词搜索的前三位。
近年来，童涵春堂还在积极探

索互联网医疗，运用移动互联网、智
能客户端、即时通讯等现代信息技
术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诊
疗报告查询、划价收费、药品配送服
务等网络中医医疗服务应用。“线上
导医、线下体验”，运用中医药知识
和方法，开发中高端客户群、提供 (

种以上慢性病患者针对性个性化的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解决方案。
目前，童涵春堂现有三家中医

门诊部均已纳入上海市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三家中医坐堂医诊所，运用
“医.药.养”三位一体的“全健康管
理”方式，将“中医治未病”、“慢病管
理用药”、“大健康养生保健”等理念
充分融入到医疗服务之中。

根深方能叶茂，如今的童涵春
堂已经成为覆盖全产业链的大型
中医药企业，完成了从药材种植、
饮片加工、成药生产、商业零售、医
疗科研以至工业旅游等为主的中
药产业链。

! ! ! !李国新从业 !"年!

陈卫兵从业 !#年""童

涵春堂内# 很多都是这

样 $从一而终% 的老师

傅#$非遗传人%$高级技

师% 的头衔背后# 是十

年!数十年磨一功的$童

子功%&他们都有着不约

而同的担忧'''后继

无人&

几千年来# 中医传

承一直是师傅带徒弟#

而中医院校教育在国内

发展 $#年#有点类似工

厂流水线式的培养#学

生反而很难学到中医的

精髓&其实#这看似是$口传心授%

的师承体系被改变#实则是$工匠

精神%的失传&

中医的灵魂#就是工匠精神&

追根溯源#工匠精神的$工%#

就是古代医者的一种称谓&(说文

解字)酉部* 解释+$医# 治病工

也&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上工%#

所谓$上工治未病%&

近年来# 很多中医缺乏对工

匠精神的坚守# 放弃对 $至精至

微%境界的追求#导致中医传统优

势不断萎缩&中医传承的困境#其

实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困境#浩

如烟海的中医典籍# 对于不少中

医人如同难懂的$天书%#加强中

华传统文化教育# 让更多的中医

人勤学古训!博采众长#中医药才

能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重塑工匠精神! 传承传统文

化#老字号国药号责无旁贷&

程绩

! ! ! !粉墙黛瓦、飞檐翘
角，豫园童涵春堂是明
清建筑风格的典型建
筑，特别是旧校场路边
门粉墙上的两个很大的
繁体黑字“药局”，烘托
出这家古老中药店深厚
的历史感。满满一墙齐
整的中药抽屉“搁斗”更
是专业化的象征。

现在这间童涵春堂
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医药
文化的一个窗口，旅游
旺季每天要接待十多批
国内外旅游团队。

("!" 年 !! 月，童
涵春堂自建中药博物
馆，设在豫园店三楼，面
积不大却游客盈门。
!($)件展品，静静讲述
着一个老字号和中医药的发展
史。展厅陈列着各种中草药标本、
动物标本及可以当药的矿石标
本，还有许多名药，中医的精深玄
妙，在中药博物馆一览无遗。游客
们可以领略中医药史的变迁，还
有经验丰富的老药工现场演示泛
丸、中药材切片，有兴趣的游客可
以亲手尝试用传统药具操作。
“这个中药博物馆的建成汇

聚了全社会的力量。”卢国生介
绍，当时上海档案馆敞开历史的
大门珍贵的史料供童涵春堂免费
查阅，素不相识的耄耋老人来到
店里颤颤巍巍地拿出童涵春堂七
十年前制作的驴皮胶，退休多年
的老员工献出珍藏多年的中药
“汤包纸”。

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博物馆，
这是老字号独有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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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涵春堂的中药配方颗粒采用电子称重#误差在 #%&毫克内" 童涵春堂自建中药博物馆#成为上海中医药界创举 本报记者 陈梦泽 实习生 范剑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