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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前言

同仁堂是具有三百四十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全国著名的四大药店之一。同仁堂中医药文化亦是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同仁堂产品的质量上乘，驰名中外，经济效益逐年增长。同仁堂起
源于乐家老铺，乐家是一个大家族，解放前，同族各房轮流掌管。本书从公元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
乐平泉(号印川)成为唯一继承人写起。他幼时生活相当贫困，后过继到同仁堂，经不懈努力而成为同
仁堂的中兴人物。另一位中兴人物是他的夫人许叶芬。他们一共有四子：孟繁、仲繁、叔繁和季繁，
即是后世常说的四大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发扬了同仁堂，可谓中兴后期巩固阶段的中流
砥柱。许叶芬老夫人看中了两个孙子，即大房的乐达庄和四房的乐达仁，认为他们是继承中药事业的
好苗子。这两位后人也确实没有辜负老祖母的期望，早期即出洋游学，继而创造出一番不平常的事业
，至今大房后代旅法的居多，四房后代旅美的居多。二、三房的乐氏后裔，以二房人数众多。如乐元
可和李铮及其子女积极参加革命，乐松生解放后当选北京市副市长。都是乐氏家族的荣誉。本书不但
记述乐家轶事，也记载了同仁堂及乐家老铺员工们的辛勤劳动史。作者追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
亲历亲闻的事与人，勾画出当时富户人家的生活景象，重现了当年一幕幕的往事情境。    作者追述了
老宅——乐家大门的概貌，一个大门内有几座阁楼、一二十个院落、两百余间厢房，这在北京实属罕
见，书中描述出的景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提到了不少民俗趣事，如除夕午夜肥猪拱
门，大吉大利；又如清末作者祖母与大爷乐佑申的一番对话，反映出民国初年二人见面的一套寒暄；
以及春节时及婚丧喜事的诸多礼仪，恐今世之中，青年鲜有人知。    书中还附有非常珍贵的照片，
有1893年的老照片，作者将此照片的来历以及每个人都标示清楚，另有一张是1937年老二房因七七事
变逃到包头时的全体合影，此外还有1995年乐士骧(乐松生之子)与众人以及2006年乐崇辉回大陆探亲
与家人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与作者初中及大学两度同窗，真正的发小，是默契挚
友，毕业后我们均在卫生系统从事中药工作，往还不断，过从甚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虽已步入耄
耋之年，但作者记忆不凡，所述往事栩栩如生，令人钦佩，我有幸出版前先睹为快，故愿为之序。    
姚达慕    2011年元月

Page 2



《清平乐》

内容概要

乐家是老字号“同仁堂”的创始家族。乐家第十三世传人乐崇熙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和回忆为线索，全
面介绍了乐氏家族第十世到第十三世各家的情况，追忆了同仁堂近百余年的发展概貌。
作者以乐家轶事为经、以同仁堂发展史为纬，用丰富的史料展现了同仁堂的浮沉变化，辅以生动的事
例、鲜活的人物描述了乐家老宅生活的人和事，为我们打开了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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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作者简介

乐崇熙，1932年出生，男，汉族，北京市人，同仁堂创立者乐氏家族第十三世后人。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1987年聘为硕士生导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
兼任北京同仁堂顾问。曾四次出席国际会议并用中英文作报告，出访美、英、法、日、尼泊尔、缅甸
、及加蓬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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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川公到底长成什么样？
六、一副对联
七、一本药目
八、四个小故事
九、乐姓四代管理同仁堂
十、家族内部商战
十一、祁州药市与地道药材
十二、同仁堂的继承与发扬者——乐达义和乐松生父子
十三、四大房和乐家老铺
十四、大排行和小排行
十五、乐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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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包头小住半月后，又去大同找亲戚，君楚表兄的族叔李二叔。他在军队工作，热
情接待了我们，并告知兵营的防空洞有四层楼高，是天然土崖，如遇空袭，炸弹只能炸毁一层楼的高
度。一天上午笔者正大解，忽听兵营的军号手吹出2351、2351⋯⋯的号声，知道这是空袭警报。笔者
的奶妈急带笔者奔向防空洞，洞前已挤满了人。只见前面小李背着十一伯母，她高人一头。人挤人进
洞很慢。笔者着急地想：“快点啊，快点啊！”警报解除后，有三个人还不敢出洞，笔者就是其中之
一。 逃反到大同的几天里没正经吃过一顿饭，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一旦到了兵营食堂，见有白面馒头
，就纷纷抢食起来，这时十五伯父也放下身份，两手拿了四个馒头。十年后李二叔来北平小住，他带
来新续弦的老伴，这时十五伯父已经去世，十五伯母和兄嫂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李二叔身材不高，
消瘦面孔，左颊有子弹穿过的伤痕。他感慨地说：“我们又见面了，你们大家都好，我也没阵亡，这
就好啊！”笔者父亲乐东屏陪他去故宫参观，在御花园他想吸烟，父亲及时劝阻，他却说在院中吸烟
问题不大，刚吸两口，一个执勤人员到他面前“啪”的一声先立正敬礼，然后说：“请长官将烟熄灭
！”他点点头又紧吸几口，然后将半支烟掐灭。 我们从大同又到临汾，我记得在山西时，孩童们一起
围小圆桌吃饭，大家全坐在小板凳上，主食是馒头，副食就是一盘醋溜白菜，大家抢完菜后，又急用
馒头去抹菜汤，直到抹净为止。那时每人肚内很素，有一天分得一块奶油点心，众孩童有两种吃法：
哥哥是第一种吃法，“先甜后苦”，先吃奶油再吃蛋糕；笔者则是第二种吃法，“先苦后甜”。在此
后七十多年间，先苦后甜成了笔者处理事务的准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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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后记

一    曾祖父乐平泉，号印川，原为乐嵩年的遗腹子，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过继给乐百龄为嗣，时年2l
岁。他精明强干，仅用12年就恢复了祖业。他接收同仁堂时，仅有同仁堂1％的股份。经过几番努力，
终于排挤出外股，全部收回了同仁堂，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人物。曾祖母许叶芬协助他共同整顿
管理同仁堂的业务，锐意经营，二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印川公1880年去世后，曾祖母又掌管同仁
堂长达27年，这时，同仁堂的业务更加兴旺发达。    大房、四房几位伯父比较先进开明，六伯父达庄
本身是前清秀才，四房的七伯父乐达仁独创达仁堂，成为除同仁堂以外乐家老铺的魁首：十伯父乐达
义大公无私，成为重新整顿同仁堂的中坚力量。二房、三房相对保守、落后。在20世纪40年代，二房
的十四哥元可和十四嫂李铮夫妻从同情革命到参与革命，为地下党保存经费。大房的乐佑申大哥管理
同仁堂时间最长，积累了一套管理经验。五哥乐笃周当年就提倡过大同仁堂主义，与今天的中国北京
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做法颇为相似。1954年，四房的十三哥乐松生带头申请公私合营，起到
模范作用。1955年他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尤其是1956年1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代表北京工商业
者向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递上全国工商业胜利改造的喜报，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位领导的亲切接见
，这是乐氏家族的荣幸，也是同仁堂全体员工的荣誉。    从印川公1843年收回祖业同仁堂到1954年同
仁堂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为止，纵观这一百多年中乐氏子弟的作为，主流依然是好的。他们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地按照祖训和印川公及许叶芬老夫人制定的规矩认真制药、售药，亲自把关，并代代有所发
展。乐氏家族始终以五世祖梧岗公提出的“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
敢减物力”为制药宗旨，从而保障了药品的质量。几代人都是乐善好施，宽容豁达，忠厚仁义，至今
印川公和曾祖母的家规遗训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时至今日，国内外的十三世、十四世、十五
世子孙们仍有不少人从事医药事业，正是“忠厚传家久，医药济世长”。    经考证，乐达文应该是十
五老爷乐咏西。    纠正与疑问：根据父亲乐东屏的笔记记录，四世祖尊育公有五子，一子早夭，所以
五世祖中的乐凤翔不是长子而是次子。三子凤鸣，号梧岗；四子凤仪，我辈均是凤仪公之后。五子为
凤岐。1993年版的《同仁堂史》等书均误以凤仪为兄，凤鸣为弟，这是不对的。由曾祖母许叶芬署检
的《同仁堂药目》的药目序中说：“⋯⋯五世伯祖梧岗公⋯⋯”可知凤鸣公为兄，凤仪公为弟。    十
二世的二伯父、三伯父、五伯父、八伯父、十二伯父、十四伯父和二姑均幼年早天。除十一姑告诉笔
者，八伯父和十二伯父是二房的子嗣外，其余伯姑分别是哪一房的，无从得知。    十二世的父辈，在
前面文章中称为“先生”，后面改为真实称谓“老爷”或伯父。    本书力求真实，有九成以上的可信
度。所述全凭记忆，不准确及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予以指正。尤其是对乐姓家人前辈，提
到“许多不该说的话”，尚望在世之人多加谅解，笔者在此向各位长辈、族人深致歉意。    二    在完
成了《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的写作之后，笔者想到了很多。乐氏家族作为民族工商
业中的一个特殊支脉，生活跨度三个多世纪，在社会生活层面反映出民族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特点，
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里，乐氏家族成员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不少变迁。但不论好坏，不论善
恶，留下的都是时代的足印，难免有些是是非非，一时难以看清，难以因此论成败。在说到乐氏家族
的人们在生活、社会中的表现时，笔者并没有加以掩饰，也做了些批评和暴露，这使笔者心有惴惴。
因此，仗着自己现在是乐氏家族里辈分最高的人之一，斗胆写了这本书，在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时，给
自己的后辈写下了这封信：    乐拯与乐氏十四世及十五世的族人们，及乐家的近亲挚友们：    你们好
，春节好！    谢谢乐拯的回信，解答了三房有关人员的问题，那是一份重要资料，我二人仅在兴隆街
同仁堂集团公司院内匆匆见过一面。你既是同仁堂的一名员工，又是三房的直系子孙；你既有德国留
学的经历，又是一名当代青年。以你的高学历，一定是事理通达，可以理解我写此书的初衷和理由
。2007年，同仁堂宣传部金永年部长要我写些乐家旧事，当时我只零碎写过一些；到2009年早春老伴
弃我而去，个人深感孤寂无聊，这时我才认真写起了《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为祖
上歌功颂德，众皆欢欣；若提到前辈不是之处，尤其是说到某人的不是之处，他的直系子孙会有不舒
服之感，我希望各位能以豁达的心胸，宽容大度地对待此事。正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我
们又怎么样能影响到祖上的行为呢？我的宗旨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当年真实的乐家形象。有人鼓励我说
：“您这是在写乐家的历史啊！”我深知“当为长者隐”的道理，在我提到各位长辈之短时，本人愿
领大不敬之过。    大房和四房比较先进是有原因的，他们十二世几位老爷到过东洋、西洋，很早就开
阔了眼界。再往远了说，当年老夫人许叶芬就看中了两个孙子，大房的六老爷和四房的七老爷，认为
他们二人可以发扬光大同仁堂。六老爷乐达庄亲口对我说：“因为我喜欢西学，故有‘鬼子六’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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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号，为了这个别号，我奶奶都不疼我了！”此后老人家更加培养七老爷了。七老爷乐达仁没有辜负老
人的期望，出国游学，又到同仁堂当学徒，为中药业做出了一番成就。    十老爷乐达义大公无私，扭
转了各房在同仁堂寄卖药品的混乱局面，使同仁堂走上康庄大道。    总之，本书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欢迎各位及时纠正错误，多批评指正。    此致    春安    乐崇熙谨启    2011年新春    这封信发出后，得到
了正面的回应。乐氏家族历代都有很出色的人物，这本身就是同仁堂得以创立、中兴以及走向辉煌的
保证；而这些出色人物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高风亮节，品味周正，他们是乐氏
家族的代表，维护了家族的体面和荣誉。笔者对他们的一些生活片段的批评，并不能抹杀他们的优秀
作风和根本品质，毕竟是瑕不掩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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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编辑推荐

《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编辑推荐：1、历经数代、载誉三百余年的同仁堂是一个历史
的传奇，其发展演变史以及创始者的历代往事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2、《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
乐家轶事》系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崇熙先生近20年的心血之作，为我们打开了尘封的往事，深入到
大宅门的生活中，感知同仁堂的创建者乐氏家族的兴衰起伏，了解乐氏老宅里面的轶闻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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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

精彩短评

1、大宅门背后神秘的同仁堂往事，历史的印记。
2、中医世家
3、大宅门揭秘背后的同仁堂。
4、就网上看看连载得了，文笔一般，又都是口述史。
5、历经几百年的同仁堂。
6、大宅门第三部要播出了，这书不错，大宅门背后的同仁堂。
7、这本书由乐姓现实辈分最高的人撰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8、好多内容，可以拍十部《大宅门》了。
9、书的纸张超好，内容很不错，更清晰地认识了大宅门背后的同仁堂了。原来七爷是有同仁堂的原
型人物。
10、好多八卦～内容多于大宅门十倍
11、神秘的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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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乐氏家族是老北京同仁堂的创始者，历经数代、载誉三百余年的同仁堂是一个历史的传奇，原汁
原味的回忆录，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的第一手家族资料，告诉你大宅门里的真实故事。作者是同
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传人乐崇熙，文笔谦和、内敛，更为真实、贴切和传神地诠释了同仁堂
的精神内核——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2、　　　当年红遍国内的电视剧《大宅门》里的故事到底有几分真假？七爷白景琦、二奶奶是否真
有其人？他们的真实面貌何样？《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为您揭开真实的大宅门故事
。乐氏家族的一支自明朝年间举家迁京，200多年后，在清康熙年间成立了闻名遐迩的同仁堂药铺，时
至今日，这个北京同仁堂创始人的乐家在老宅生活已风雨飘摇了几百年，北京同仁堂至今也创立了344
年。乐氏家族第十三代传人——乐崇熙先生在耄耋之年追忆了乐家第十世到第十三世的生活点滴，全
书以乐家轶事为经、以北京同仁堂发展史为纬，重现同仁堂的兴衰起伏和大宅门乐氏家族百余年的生
活见闻，揭开乐氏老宅里那些不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和逸闻趣事。　　　乐崇熙老先生特别从第十世乐
平泉开始讲述，按照支脉分为大房、二房、三房、四房，分别讲述了乐家四房的故事及北京同仁堂发
展的历程。而电视剧《大宅门》中二奶奶和七爷的原型都在这本《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
事》中找到。其实除了同仁堂和乐家的老宅，北京城里还有不少乐家的影子，例如，如今什刹海后海
的“郭沫若故居”和八一中学部分校舍和附近的白家大院曾经都是乐家后人捐献给国家的。乐家二房
的乐东屏先生，也就是本书作者乐崇熙先生的父亲，曾将收藏的明清瓷器99件，紫檀、黄花榈等硬木
家具50件以及铁树、腊梅等15种珍稀树木花卉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如此等等⋯⋯乐家自明朝年间，便
举家从浙江迁往北京，绝对称得上是一老北京了，由此，乐崇熙老先生在该书中还记录了不少老北京
的传统习俗和深宅大院的生活规矩，这对那些“北京城已不再是过去的北京城”的感叹也算是一剂回
味。
3、曾经的电视剧《大宅门》火遍大江南北，至今仍有人对二奶奶和白七爷的角色记忆犹新，对其掌
管一个家族的魄力和胆识钦佩不已。众所周知，《大宅门》中百草厅的原型是【同仁堂】，而真正的
【同仁堂】里的大宅门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作者乐崇熙是【同仁堂】乐氏北京第十三代传人，他在
这本饱含了近20年心血的《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
宅门，深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创建同仁堂这个民族品牌的乐氏家族的兴衰起伏，了解到乐家老宅生
活的人和事及逸闻趣谈。一 乐氏家族兴衰史1、初入北京城乐氏在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宁波府迁至北
京城，以铃医为生，走街串巷，行医制药。2、创立【同仁堂】第四世乐显扬，“喜读方书”“善辩
药味”，进入清太医院为吏目；他集古方、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祖传秘方于一身，又集儒、道家思
想于一体，创办了同仁堂。其子乐显扬在《同仁堂药目》中明确了同仁堂制药宗旨：“遵肘后，辨地
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3、【同仁堂】中兴乐姓十世传人乐平泉（
号印川）先生中兴了同仁堂，他用毕生精力排除了当时已占90％以上的外股，成功地逆转了岌岌可危
的局面，使同仁堂又成为乐姓独家经营的殷实企业。他有四子：孟繁仲繁、叔繁、季繁，即后来习称
“老四房”的祖辈，他们四人确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恪守祖训不不设分号，自掌自东。
乐平泉是作者乐崇熙曾祖父，原为乐嵩年遗腹子，道光十一年过继给乐百龄为嗣，精明强干，仅用12
年就回复了祖业。其续弦夫人许叶芬（《大宅门》二奶奶白文氏原型）协助他共同整顿管理同仁堂业
务，锐意经营，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乐平泉去世后，许叶芬又掌管同仁堂长达27年，这时，同仁
堂的业务更加兴旺发达。作者这样回忆其曾祖母许叶芬：曾祖母的一生是平凡而光辉的一生，是承上
启下的一生，是继承并发扬光大同仁堂的一生。她处理事务稳妥而果断，是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物。
她一生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点：认真执行印川公和她一道制定的规章制度，继续奉行祖训；勤俭持
家，以身作则；知人善任，奖罚分明；培养孙辈，选拔人才；身体力行，威仪自成。二 乐氏宅门轶
事1、三房九老爷独子八爷乐鉴秋吸食鸦片，喜欢嫖妓，无儿无女，放纵享乐，最终疯癫而死。目前
有关同仁堂的电视剧，编剧常把带有反面色彩的人物写成“八爷”，因其无后，免得乐家后人挑剔，
以避影射之嫌。2、 三房四老爷乐达聪六十七岁收房一郭姓女子，两三年未生育，遂抱养一子，即今
日著名导演郭宝昌，《大宅门》中白景琦原型即四老爷乐达聪。郭宝昌称其养父是“真正的大男人，
优秀的大男人”，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不是年龄的原因，他非常想自己演绎白景琦。”对养
父的仰慕溢于言表。3、同仁堂在药市进货量最大，出价也最高，逐渐形成同仁堂不到药市就不开盘
的局面。同仁堂不怕价高，就怕不好。三 书中后半部作者对老宅回忆及读解旧照片等篇章部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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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生活片段，家长里短，并无十分有趣之处，也许只有对【同仁堂】十分感兴趣之人，才能有兴
致读下去。但是在书中前半部分作者以平实无华的文字向读者娓娓道来了一个宅门的兴衰史，其中乐
氏中兴人物乐平泉如何逆转危局、再次兴旺【同仁堂】，许叶芬如何在其夫乐平泉去世后继续支撑家
业不倒，及其四子——四大房的轶事，颇为引人入胜，虽不似电视剧中惊心动魄，但也能看到“遵肘
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得以贯彻始终，一个家族支撑一个良
心民族企业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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