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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欺求真，真不二价

公元1874年，在南宋皇城根的吴山脚下，“红顶商
人”胡雪岩斥巨资开设胡庆余堂国药号，旨在向慈母
尽孝道，行善积德，济众博施，解救百姓于疾病苦难
之中。

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有一个故事。相传，有一次
因为家人生病，胡雪岩派佣人去药店抓药。结果他发
现抓回来的药已经发霉变质，就让人去调换，药店的
伙计却说：“本店只有这种药，如果你们要好药，可以
自己开一家药店呀。”胡雪岩听了很生气，药是用来治
病的，怎么可以拿人命当儿戏？于是，胡雪岩立志要开一
家大药店。1874年，胡庆余堂正式开张，胡雪岩亲笔题写
了著名的“戒欺”匾额，告诫属下：“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
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这则语重心长的店
训，至今仍刻在胡庆余堂的墙壁上，融入所有胡庆余堂
员工的血液中。

胡庆余堂制药遵守祖训：“采办务真，修制务
精。”所生产药品质量上乘，所以在竞争上提倡货真价
实，“真不二价”。“真不二价”横匾至今也悬挂在国药
号大厅。

步入二楼的陈列展厅，首先看到的是古代著名医
学家孙思邈的塑像，栩栩如生。塑像旁边还有一幅

《清明上河图》，它是用双色木头雕制而成的，十分精
美。还有一尊李时珍塑像，为全铜塑造，人是坐着
的，旁边摆放着他的著作《本草纲目》。

为了保证药材的质量，胡庆余堂所用药材每一季
度招标一次，每次招标均采取盲选的方式，所有的样
品去除供应商标识，让经验丰富的药师团队负责挑
选、评分，选出最好的药材。

金铲银锅，“修制务精”

博物馆内的金铲银锅，是中华药业至宝、国家一
级文物，被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

所谓温病三宝之一的“局方紫金丹”（另两种为安
宫牛黄丸、牛黄至宝丹） 是胡雪岩开创胡庆余堂时，
为继承南宋《太平惠民和剂药局》（中国最早的国家制
药管理机构） 的一味重要药品，它有严格的炮制要求
和繁复的工艺。操作过程中，其中有一味“砂”，容易
与铜和铁发生化学反应，为确保药效不受损失，胡雪
岩不惜工本，耗黄金 133 克、白银 1835 克，打造金铲
银锅这样昂贵的制药工具，体现“修制务精”的精神。

《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局方紫雪丹介绍

有言：“伤寒温热之症，其形相类，其实有不同者，或
烦热发斑阳狂叫走，毒瘴昏倒，痧胀切痛，一切虫
毒、药毒以及小儿惊痫痧痘，火毒内闭等症，此丹能
泻诸经之火，以滋肾水，则火泻而结自散也，服之而
其效立见。”药效显著提高，而药的价格却保持不变，
胡庆余堂的声誉因此越来越好。

展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中草药标本、动物标本及
可以当药的矿石标本，还有许多有名的药，有安宫牛
黄丸、人参再造丸、六神丸等。中医的精深玄妙，在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一览无遗。

积善之德，技压群芳

登堂入室，穿过前面顾客流连的药店，推开木
门，听着捣药声，闻着草药香，走进胡庆余堂中药博
物馆，宛如时光倒转。

胡庆余堂前堂后馆，仿古的建筑装潢力图留下传
统的印象，满满一墙齐整的中药抽屉“搁斗”更是专
业化的象征。

在后面的博物馆中，讲解员带游客们领略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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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药堂里，中医的传统诊断往往保留更多，“望闻
问切”仍然是看病时的基本步骤，坐堂医师为一位问
诊者看病的平均时长大致是10多分钟。

对于胡庆余堂的人丁兴旺，杭州清河坊地区相关
负责人并不意外，他笑言现在不少杭州人乃至外地游
客都喜欢到这里来开点中药，小病小痛会来，有养生
保健需求也来。胡庆余堂曾创下一年单是开药方就赚
了6000万元的商业奇迹。

胡庆余堂如今的掌门人冯根生是闻着中药味长大
的。他出身于医药世家，14岁进入胡庆余堂做学徒。

“胡庆余堂对于职业道德的要求近乎苛刻。”冯根
生回忆，“以前，胡庆余堂是24小时对外配方的，越是
天冷的时候，半夜里来抓药的人越多。虽然明知冬天
哮喘病人最多，完全可以事先把药准备好。但为了保
持最好的药效，我们的鲜竹沥是现场熬的，一熬起码
得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一个晚上没得睡觉。就这样第
二天早上5点，还得准时起来认中药，每天两种，雷打
不动。3年下来，才能把2000多种中药背熟。”

正是经过这一代代技艺精湛的庆余人的努力，胡
庆余堂在特定的空间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胡庆余
堂中药文化”体系，使中药制剂的传统技能得以一脉
相承延续下来。

“微笑俑”和“裸体俑”

据历史记载，汉朝文景二帝实行休养生
息的政策；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
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
徭薄赋的政策。

汉阳陵博物馆李举纲馆长介绍说，当时
朝廷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
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
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奖励努力耕作
的 农 民 ， 劝 解 百 官 关 心 农 桑 。 每 年 春 耕
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
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文景之治”为
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

“与秦始皇兵马俑冷酷的脸部表情比较，
汉阳陵的陶俑个个面带微笑。这或许与‘文
景之治’的盛世背景有关联。”李举纲说，
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以神秘的微
笑倾倒世人，而汉阳陵出土了大量微笑陶
俑，堪称东方“蒙娜丽莎”。

汉阳陵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莫过于一
个个高约 60 厘米、赤身断臂的“裸俑”。这
些“裸俑”虽然只有真人 1/3 大小，但造型
准确、做工细腻，身体各部分无不精雕细
琢，符合人体结构比例，甚至连毛发窍孔等
细微之处也毫不含糊。“其实，这些裸俑准
确应称为‘着衣式裸体陶俑’，这些人物陶
俑早年埋葬时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
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 2000 多年地下
环境的腐蚀，衣物和木臂腐朽殆尽，发掘出
土时就成了缺臂的‘裸体俑’。今天，它们
失去了当年华丽的衣服，呈现在世人眼前的
却正是人体美的艺术本色，所以有人将其称
作‘东方大卫’和‘东方维纳斯’。”李举纲
说。

千姿百态的人物陶俑展示了西汉王朝的
“帝国表情”，尤其让人惊叹的是，“裸俑”还
揭开了宦官的神秘面纱。“从来都无人见过古
代真实的宦官模样，汉阳陵却给世人一个最
直观的答案。”据汉阳陵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介
绍，汉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宦官俑，是目前发
现的最早的宦官的实物裸体陶俑。他们身形
比一般的男俑要矮小，而且面容阴柔、神情
羞涩，生殖器的塑造也与常人显然有别，也
清晰显明汉代被阉割的程度。

另外，汉阳陵发现了大批伎乐俑，这些
陶俑有男有女，造型生动、神情浪漫飞扬。
在汉代，乐舞者的身份和仆人一样，都是主
人的奴仆。

汉阳陵陵园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汉景帝
庞大的“安保部队”。数以万计的武士俑从汉
阳陵南区葬坑神采奕奕列队而出，出土时他
们环甲、执戟，持剑、拥盾，人马威武，军
容整肃。专家研究认为，它们应当是皇帝的
侍卫部队或宿卫军。

汉阳陵修了28年

考古工作者从汉阳陵发掘出的累累白骨
证明，以轻徭薄赋、减除苛刑而开创了“文
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生前曾驱使大批带
着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陵园达 28 年之
久。这是西汉11个帝陵中已发现的唯一一个
动用大量囚徒从事苦役、完成其规模罕见的

“地下王国”的帝陵。
据历史文献记载，刘启当上皇帝后继承

父志，多次减轻刑罚，“令治狱者务先宽”，
并对老、孕、盲、哑等人不用刑具。对于老
百姓生产生活，则奖励农耕，尽力减轻民众
劳役负担，使生产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大
增，国家仓库的粮食多得存不下，形成了中
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文
景之治”。但是，他在给自己建造死后的“地
下安乐窝”时，仍旧走上大兴土木铺张厚葬
的老路。他在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四年，就派
朝廷的“将作大匠”开进经过众多风水先生
三选七迁后定下的好地方——汉长安城东北
的咸阳塬，动工兴修这项当时全国最大的建
设工程，而其主要劳动力就是从全国征发来
的囚犯。

阳陵陵园工程量极大，仅以现存地面的
覆斗状封土来说，如按每人每天完成 1 立方
米夯土计算，即需要30万个劳动日。在漫长
的 28 年中，囚徒们或被累死或因反抗而被
杀，均被草草地埋入巨大的“万人坑”中。
可以说，阳陵这座规模宏大的地下文物宝
库，是建造在上万囚犯的累累白骨之上的。

地面地下保护

汉阳陵陵园地面建筑曾几次遭受过自然

或是人为灾害，损失相当严重。上世纪90年
代开始，全面科学的考古发掘揭开阳陵神秘
的面纱——近 2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有帝
后陵园、陪葬墓园、陵邑以及近 200 座外藏
坑、10余处建筑遗址、5000余座陪葬墓，出
土文物10万余件，是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
现之一。

1998 年陕西省政府在汉阳陵遗址核心区
域征用土地 2894 亩，对汉阳陵予以整体保
护。1999 年，以集中保护展示汉阳陵考古成
果为目的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应运而生。该
馆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陈列手段新颖的综
合展馆。别具一格的残垣断壁建筑外观结
构，营造出汉阳陵 2000 多年的历史沧桑景
象，与陵园整体古朴的历史环境风貌相协
调。上下两层的展厅内，密集陈列着30多年
来考古发掘出土的 1700余件精品文物，琳琅
满目，美不胜收。

2003 年，在帝陵陵城南阙门遗址上建造
了一座仿汉阙楼——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
厅，将这一汉代门阙遗址置于室内加以保
护，不但使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土遗址受
到了科学保护，也局部再现了 2000 多年前
汉阳陵帝陵陵园的恢弘气势。2005 年，对
汉阳陵宗庙遗址采取了原址展示与保护性
回填水平抬高复原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这
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的又一种积极
探索和实践。

李举纲介绍，上世纪 90年代末，考古工
作者对帝陵东北处的11条外藏坑进行了考古
发掘，出土了大量不同身份的裸体陶俑，各
类陶塑家畜，各种质地的生活器具和兵器以
及木车马、粮食、肉类、纺织品等遗迹。尤
其是“宗正之印”“大官之印”“永巷丞印”

“宦者丞印”等带有文字的印章、封泥的出
土，证明这些外藏坑极有可能象征着当时西
汉王朝中央官署的“九卿” 机构。

面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应该采取什
么方式来展现文物遗址的原真性呢？经过反
复实验，最终决定采用特殊玻璃将遗址封闭
保护起来。这样，世界上第一座采用现代化
先进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的全地下遗址博物
馆便于 2006 年 3 月诞生了。馆内的中空镀膜
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
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
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
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
的文物遗存。

“文景之治”势恢宏
——汉阳陵博物馆见闻

本报记者 陆培法

阳陵，又称汉阳
陵，是汉景帝刘启及
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
的合葬陵园，位于今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
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
北的咸阳塬上，地跨
咸阳市渭城区、泾阳
县和西安市高陵区三
县区。

作为西汉帝国的
第四位皇帝，汉景帝
刘启和其父汉文帝刘
恒共同创造了中国封
建 社 会 第 一 个 治 世

“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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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吴山脚下的河
坊街，白色照壁上斗大
的黑字“胡庆余堂国药
号”，成为一道独特风
景。古色古香的胡庆余
堂营业大厅内，仿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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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间，140多年前
人们穿着长衫就医的场
景似乎就在眼前。

胡庆余堂承南宋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广纳
名医传统良方，精心调
制 庆 余 丸 、 散 、 膏 、
丹，济世宁人，因药效
显著，被誉为“江南药
王”。胡庆余堂中药博
物馆作为一家专业性博
物馆，于1991年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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