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2024年3月13日 星期三

主编 胡敏 视觉 胡颖 秦刚 校审 黄颖 王志洪 特约

开业时，许健安在店堂内
悬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
见，诚心自有天知”以强调诚
信经营，他说到也做到了——

百年桐君阁
□陶灵

前
尘往事

1 桐君阁得名有典故

为何取名桐君阁呢？相传黄帝时期，有一老者在
浙江富春江的一座山上炼丹制药，为百姓治病，分文不
取。问其姓名，老人不语，顺指旁边一桐树，百姓便称
他桐君老人，被后世尊为中药鼻祖。许健安的厂名便
取其“悬壶济世”美德之意。

桐君阁的制药房和售药房都建在老重庆下半城的
鱼市口(原解放东路270号)，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房
屋建筑坚固、高大而气派，营业厅布置富丽堂皇，花费
不少钱，在当时的重庆中药房行业中首屈一指。药房
还专门设了一个珍奇部，许健安派人到各处搜罗珍奇
名贵物品，比如西康的金丝猴、浙江的火鸡、印度的明
月鸟、伊朗的鹦鹉等，摆设在药房内。这些东西在制药
上用途不是很大，主要为了吸引人气，以展示药房实
力，扩大影响，提高声望。

药房正式开业时间是1908年农历冬月十二日，那
天正遇巴县衙门在鱼市口斩处一名囚犯，许健安事先置
办好了香烛和纸人纸马，利用对犯人的行刑来祭祀挂牌
开业。市民们因此纷纷竞相传说：许健安贿赂官府，竟
用人头祭拜招牌。故事有板有眼，甚至还说进了茶馆的
书场。真实情况是：许健安与巴县衙门审讯官的父亲是
朋友，事先知道了当天要处决犯人的消息，便巧妙借用
这个机会，给药房开业造了一个声势。

富丽堂皇的营业厅和引人注目的珍奇部，还有巧
合的“人头祭招牌”手段，只是营造一种外在的轰动效
应，真正让桐君阁兴盛的，却是许健安与众不同的制药
技艺和经营理念。

2 货真价实讲信誉

许健安年幼时在药店当过学徒，在施药局当过店
员，懂得一些中药知识。一开始，许健安就从制药选料
上求“真”，当入人参的药不用东北参，而用朝鲜高丽
参；鹿茸非西藏货不用；制造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大
活络丹等药需要的龙脑香、印度牛黄和泰国犀角原料，
便派人专门在广东、香港和南洋一带采购……

桐君阁熬制阿胶时，从东北、华北和西北采购回黑
毛驴皮，请硝皮工人铲剥附在皮内面的腐肉，清洗干净
毛灰，用南山老君洞的井泉水掺和乾隆老字号“允丰
正”的陈年黄酒熬炼，成品出来后色泽淡黄，带有香
气。药品做出来后，虽然价格高出一般药厂生产的阿
胶一倍，但因疗效好，病家也愿意花高价购买。

筹办桐君阁期间，许健安派人在内蒙古中部阴山
山脉的大青山，用高价购回10只梅花鹿，冬季制造“全
鹿丸”时，事先挂牌预告宰杀日期，当众宰杀，每年一次
一只。医治妇女月经不调的乌鸡白凤丸，所用白毛乌
鸡，全从江西太和县购回，也当场宰杀，按方配制。

这种用实物作现场宣传的方法，在当时重庆是
一种创举，树立了桐君阁“货真价实”的信誉。开业
时，许健安在店堂内惹人注目的房柱上，悬挂一副满
金抱柱对联：“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他做
到了。

3 制药技艺精中求精

在制药技艺上，许健安又求“精”。
制药时，对中草药原材料要用火或水进行一个前

期的加工处理过程，称“炮制”，是加强药效的重要手
段。当时，一般药厂制造的补剂丸，在药材炮制后因纤
维有韧性不易打碎，制成的药丸有胡豆大小，患者不易
吞服，桐君阁的补剂丸却只有绿豆大小。

桐君阁造丸时，先把各种药物切成碎片，再将蜂蜜
在锅中加热至摄氏110多度炼制，并含一定的水分，用
拇指和食指相捻时有黏性，两指分开又无白色的长丝
粘连，这个时候的蜂蜜称为“中蜜”。然后加入药物碎
片，改用文火拌炒，让蜂蜜浸透药片后置烤房烘干、晾
放。这样炮制后的药物纤维变脆，就容易被碾打成粉
末，可以制作成很小的颗粒，不仅服用方便，服后又易
吸收、发挥药性。此外，做小颗粒药丸还有一道工序，
药物打成粉末后用罗筛筛选时，当时普遍采用的是
马尾巴毛织造的筛面，而桐君阁却用丝绢做，筛出
的粉末更细更均匀。

对于那些挥发性和香味大的中草药原料，则
分别晒炕和使用低温方法干燥，最大限度保持药
物原有的品质。

4 先人一步在竞争中独树一帜

当时，桐君阁所用的生产工具都是比较新
式的，比如拇筛、铡刀、锅甑等，对保证产品质量
有很大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桐君阁的药品包
装在当时也是新颖、新潮。

药品中，带香气味和小颗粒、粉末状的多，桐君
阁便使用小玻璃瓶包装，外面再套纸盒，这样药品不

“走气”，不易倾撒，食用和携带方便。并且，盒内还附有
仿单(配方及使用说明)，一目了然。容易受潮的蜜丸、水
迭丸之类药品，只要买上一两二两，桐君阁都送小铁盒
包装，与空气隔绝良好，药品不易受潮。玻璃瓶、铁盒，
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均属罕见之物，绝大多数的药店以及
食杂百货店，包装物普遍都还在采用土纸、竹篾、瓦罐等
材料，由此可见桐君阁眼界的先人一步。

此外，桐君阁的经营理念也非常超前，他们在米
花街开设了自己的印刷厂，称“益新印局”，专门印制
仿单和标签。这个办法同行药房也有采用，但印刷出
来的成品字迹模糊不清，皆因纸质差、木刻印刷术所
致。桐君阁则采用当时先进的铅字排版印刷技术，并
且使用有色道林纸或有光颜色纸，清晰、精美，同行药
房根本无法相比。不仅如此，桐君阁还编印了《桐君
阁丸药提要》一书，请当时的名中医陈玉书编写，文字
浅显易懂，印刷精美，凡到药店购药者均赠送，4年里
印数竟达两万册。

这些办法，帮助桐君阁在与同行的竞争中独树一帜。

5 形成独到秘籍代代相传

桐君阁创办初期，就生产有药膏、丹、丸、散200多
种，煎剂(饮片)400多种，因货真、疗效好，业务蒸蒸日
上。遗憾的是，开业仅半年后，许健安就突然因病去
世，这对桐君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损失。但他创立
的一整套制药技艺和经营理念并没有失传，经过几代
制药师傅的发挥、创新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独到的秘籍
传了下来。

20世纪50年代，桐君阁药厂还制定出《操作工艺
标准》，一位老职工至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这种工艺标
准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曾被同行竞争者模仿过，但
并没能制造出满意的产品，因为历代桐君阁人积累沉
淀下来的制药技艺和诚信经营品德，已形成了一种厚
重的桐君阁文化，岂能靠一本小册子就可复制去？

桐君阁一位102岁的老先生毛辑熙，是桐君阁传
统丸剂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18岁入厂当学徒，
拜的师傅多得记不清，当年制药全由人工操作炮制药
材，制作一颗药丸最少的工序有10多道，多的达30多
道，全靠师傅身传口授，徒弟认真体会操作，并牢记在
心，代代相传至今。

正是因为有毛老先生这样众多的桐君阁人代代相
传，桐君阁这个品牌也才能历经百年不倒，其传统丸剂
制作技艺也才会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重庆母城渝中，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积淀厚重，巴渝文
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在人们记忆中印刻成

独特的文化符号。为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大力挖掘、传承、
弘扬母城诚信文化，让更多人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重庆晨报》副

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共同推出“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挖掘更多历史故事，呈现更多文
化元素，讲好渝中故事，传承文化价值。作品以母城渝中的人文、历史、地理、
典故为创作目标，强调纪实性，要求史料扎实、考证准确、故事引人入胜。

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面向社会公开征稿。稿件字数
1000～4000字，配图作品优先采用。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单位或协会、
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一经选用，即付薄酬。

征文活动时间：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活动结束后，将评出优秀
作品并颁发奖金和证书。征文作品将集辑成册，版权归活动组织方所有。

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cqcbgsh@126.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英雄不问出处”，用这句俗语来
形容重庆桐君阁药厂创始人许健安，
也许恰如其分。

清末，光绪皇帝下令禁烟，许健安
在重庆制售戒烟丸。其实这种药丸用
大量的鸦片和以大黄，外涂煤炭粉末
制成，是一种变相的毒品。许健安因
此赚了大钱，于是联合3个弟兄，在下
半城的雷公嘴设厂，大量制造这种戒
烟丸，获得暴利。几年间，他成为重庆
有名的大富商。

制售戒烟丸终究是见不得人的丑
事，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想给后代创
建一个正当稳固的基业，1907年，许健
安拿出一万两银子筹办桐君阁熟药厂。

许健安创办桐君阁是有一番抱负
的，他想以全国著名的北京同仁堂、杭
州庆余堂、广州陈李济为榜样，希望桐
君阁在西南独占鳌头。后来，桐君阁
也确实做到了。

桐君阁老药房

桐君阁药厂的工
人在运行制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