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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吴启珍

本报讯 为弘扬膏方养生文化，普及中医药
传统知识， 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膏方文化，12 月
21 日至 22 日，2019 处州晚报“生生堂膏方节”
在丽水日报社老大楼举行。 本次活动由处州晚
报联合丽水生生堂举办。 丽水生生堂创始于清
朝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是一家闻名处州、
饮誉省内外的百年老店。 生生堂膏方制作技艺
传承二百余年，一直秉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
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的古训，甄选道地
药材、优质水源，不断改进制作工艺，所制的膏
方“黑如翳漆凝若脂，透如琥珀润如玉”，深受
丽水市民喜爱。

除了精心制作膏方， 生生堂也一直致力于
弘扬膏方文化。 围绕“膏方文化”这一主题，现场
设置了多个展区， 展示了制作膏方的道地药材
和制作器具等。 道地药材有黄精、人参、阿胶等，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块百年何首乌。 制作器具
包括笔墨纸砚、切药刀、夹药钳、烘箱等老物件，
这些老物件似乎在讲述着一个个中医药人传承
不息的动人故事。

活动当天，尽管天气寒冷，还是有不少市民
来到现场近距离体验膏方文化。 为了让市民更
直观地了解膏方养生文化， 生生堂工作人员在
现场还原了古代的膏方制作过程， 吸引了很多

市民驻足观看。 现场制作的是生生堂的招牌膏
方之一———九转黄精膏。 九转黄精膏是经典名
方，源于《和剂局方》，以黄精补脾肾、益精血，当
归协黄精补血，用于老人身体虚弱、精血不足、
早衰白发。

首先， 生生堂 81 岁的老中医开出膏方处
方。 只见开方大夫端坐桌前，手执毛笔，用正楷
在特制的笺纸写下九转黄精膏的处方。 在古代，
膏方处方写在三折页的纸上， 上面用很秀气的
小楷将理、法、方、药布局疏密有致，用药君、臣、
佐、使一目了然，文采飞扬，丝丝入扣，文情并
茂。 可以说，一张一流的膏方处方，实际上就是
一件融医学、文学、书法为一体的艺术品。

处方开出后， 开方大夫向药房大掌柜高喝
一声：“方来！ ”大掌柜闻言，立即上前接方。接方
之前，他要用清水净手，以示对中医及膏方的敬
畏之心。 接方之后，他朗声唱方：“黄精（九蒸）捌
两，枸杞壹斤，花旗参五钱，上等白蜜壹斤收九
转黄精膏壹料。 ”

然后，大掌柜把处方交给头刀师傅。 头刀师
傅净手接方、配方，并将炮制好的中药交给煎药
师傅。 古时生生堂是一个前店后场的大药店，前
店管营业，由头柜负责，后场管加工炮制，由头
刀负责。 头刀师傅是国药店药材炮制的灵魂人
物，生生堂的头刀，从学徒四刀开始，一步步从
三刀、副头刀一直做到“头刀”。 在现场，头刀师
傅还展示了精湛的刀功，让观众连呼精彩。

随后， 煎药师傅净手后将药材倒入铜锅中
取水浸泡，根据季节的不同，温度的四时变化，
浸泡药材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冬季一般要浸泡 8
小时以上，夏季 4 小时即可。

接着，熬膏师傅净手后点火开始煎药、浓缩、
收膏。熬膏师傅一边加热，一边轻轻搅拌膏汤。膏
汤热腾腾地冒着白气，并逐渐变稠。 那么，要熬制
到什么程度才算成膏呢？ 有两个专业术语可以形
容，叫做“挂旗”和“滴水成珠”。 挂旗是指用搅拌
棒蘸取药汁后水平提起，药汁沿棒边呈片状垂下
或滴下；滴水成珠是指用搅拌棒蘸取药汁后滴入
清水，药珠不会马上溶解，短时间内保持珠状。 这
两种情况，都标志着膏已形成。

“好香！ ”随着收膏的过程，膏体逐渐散发出
了一种混合着中药材和蜂蜜味道的淡淡香味，很
快，一剂膏方制作完成了。 除了按照老工艺把熬
好的膏装入陶瓷膏方罐储存，熬膏师傅还将部分
膏方分给现场的观众食用。

“今天真是长见识了，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
一剂膏方的背后，有这么优雅的文化和精细的工
艺。 这让我对膏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让我
对它的功效多了一份信心。 ”市民孙女士说。

除了展示膏方文化，生生堂资深中医还在现
场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两天的活动中，刘
志勤等中医师通过望闻问切，为市民耐心解答疑
问，在现场根据个人体质为市民一对一进行膏方
调理指导，量身定制膏方调补方案，做到“一人一
方、私人定制”。

“膏方是中医文化的精华，生生堂一直致力
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丽水百姓的健康
卫士。 ”生生堂国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国平表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制膏技艺的发展，生
生堂膏方也在不断地改良与创新，药食同源系列
膏方等新的膏方品种也应运而生，能更好地守护
丽水百姓的健康。

古代膏方如何制作？
一剂膏方背后的优雅文化和精细工艺

阅读提示

12 月 21 日至 22 日，2019 处州晚报“生生堂膏
方节”在丽水日报社老大楼举行，本次活动由处州
晚报联合丽水生生堂举办。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了
解膏方养生文化，生生堂工作人员在现场还原了古
代的膏方制作过程，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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