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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同仁堂》

内容概要

《国宝·同仁堂》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乐家传人的回忆和当代人的亲历，生动地记叙了同仁堂340年
的发展史。从创立之初的千古承诺，到“供奉御药”的吉凶莫测；从再造中兴的艰难曲折，到强虏入
侵的国恨家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凤凰涅槃”，到锐意改革的创新之路，揭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
民族品牌为何会历久弥坚，成为质量与信誉的象征；一个百年老店如何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现代化股
份制企业。在同仁堂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深层的思考、生动的事例、鲜活的人
物展现了国宝同仁堂的历史面貌和当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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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同仁堂》

作者简介

边东子，浙江诸暨人：上过学，下过乡，当过教师。曾任出版社科晋编辑、文学编辑、音像编辑，从
事过出版发行工作，后转入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神厨传奇》，广播剧《世纪之声》(合作)
、《山魂》、《妈妈，对不起》、《包起帆》，短篇小说《五十年前的潜伏》等。近作有长篇传纪文
学《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10集科普卡通广播剧《五福猫和小红袄》，该剧获北京
市科委专项资金支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长篇纪实文学《北京饭店传奇》。另有多部人物传
记、小说、散文、童话发表于各类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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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同仁堂》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兴起和磨难  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1669—1723）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
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第二节  先辈定名公而雅      后人开办同仁堂    第三节  前店后场展新貌      高瞻远瞩
定真言  第二章  供奉御药同仁堂（1723—1911）    第一节  乐家敬业终得回报      雍正钦定供奉御药    第
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    第三节  优质优价称雄南北药市      高进高出引领东西客
商    第四节  几度风雨老乐家前途堪忧      多次变迁同仁堂由谁经营    第五节  手段高强乐平泉重振祖业   
  胆识过人同仁堂本固枝荣    第六节  乐家出巾帼众望所归      老店推新法许氏掌门  第三章  四房共管同
仁堂（1911—1937）    第一节  纷纷乱局何人能掌老铺      咄咄怪事警察严防东家    第二节  枝繁叶茂乐
家后代开店      花不同香各堂宝号争先    第三节  天下奇闻同室操戈抢顾客      耿耿此心一份厚礼赠亲人   
第四节  乐七爷屡败屡战反败为胜      达仁堂越开越多趁势开拓    第五节  你争我夺乐家昆季开商战      弱
胜强败输赢得失殊难料    第六节  办实业乐达仁多有投入      助教育邓颖超任职女校    第七节  乐达义掌
店大刀阔斧      老乐家坎坷风云骤变  第四章  北平沦陷老铺受难（1937—1949）    第一节  乱世纷纭最恨
敌伪占古城      强迫合作无奈破财求免灾    第二节  魑魅横行自有侠肝义胆人      日寇无道终得俯首投降
时    第三节  乐家传人管地下党金库      北平解放有同仁堂贡献第二篇  新生与发展  第一章  国家解放同
仁堂获新生（1949—1966）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乐松生难免彷徨      同仁堂新生老字号日见兴旺    第二
节  中药现代化乐松生探路      牛黄人工造郑启栋创新    第三节  大浪淘沙乐松生参加“三反”、“五反
”      顺应潮流同仁堂率先公私合营    第四节  人民副市长不负重托      “红色资本家”名扬中外    第五
节  公私合营促进发展      规模经营惠及城乡  第二章  政治运动拨弄老铺命运（1966—1976）    第一节  
起风波强毁老匾      叹无知乱改药名    第二节  十年浩劫老字号损失惨重      一度春风同仁堂又放光彩第
三篇  老树绽新花  第一章  改革创新弄大潮（1976—2009）    第一节  乘春风老字号重放光彩      借南巡
同仁堂集团成立    第二节  三项措施皆是好文章      两次上市真乃大手笔    第三节  母体脱困不让一名职
工下岗      体制创新赢得企业整体发展    第四节  体制创新有多种模式      优势互补让各方获利    第五节  
术业专攻质量始终第一      对接现代标准信守严格    第六节  企业发展靠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需科技领
先    第七节  科学发展重在长远      “四个善待”以人为本    第八节  文化提升竞争力      道德铸就企业魂  
第二章  人才辈出继往开来（2009— ）    第一节  弘扬传统续昨日光荣      上下一心创明天辉煌    第二节  
无名无形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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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同仁堂》

章节摘录

　　原来，传说唐代名医孙思邈骑着驴去行医。一只老虎把他的驴吃了，可是驴的骨头却把老虎给哽
住了，老虎只好向孙思邈求救。孙思邈不计前嫌，用一个铁环撑住虎口，把卡在虎口里的骨头取了出
来。老虎从此做了孙思邈的坐骑，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铁环就变成了铃医手中召唤病家的串铃。
因此，串铃又被称为“虎撑”，孙思邈被尊为“药王”。这虽然是传说，却可证明铃医历史悠远。　
　乐良才又感叹道：“铃医治病方法简，见效快，收费廉。现在许多名医都自夸是华佗再生、扁鹊转
世，却视铃医为不入流的‘江湖郎中’，殊不知华佗、扁鹊亦是游医出身，实在可叹！”　　听了乐
良才的话，对方疑虑全消，欣然说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京城，想来必有绝技，就烦先生为病人诊
治吧。”　　乐良才所说都是事实。因为铃医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得不到重视，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四
年（1759），才有杭州医学家赵学敏将“铃医”的理论与医术编辑成书，名为《串雅·内编》和《串
雅.夕f、编》，成了介绍铃医的理论著作。《串雅·内编》共选方四百二十七个，还介绍了铃医的“
内治”和“外治”。内治，主要有“顶”、“串”、“截”诸法。所谓“顶”就是催吐，“串”就是
“泻”，而“截”就是用药断绝病根，不使旧病复发。《串雅.外编》将铃医常用的外治法分为二十八
门，如“针法门”、“炙法门”、“贴法门”、“浴法门”、“熏法门”等，也就是用针灸、贴膏药
、熏蒸等方法治病。因此，铃医有“简、便、廉”的特点，在民间广受欢迎。　　有随朝廷迁到北京
的富贵人家得知这位铃医姓乐，就问：“先生可知乐显勘和乐肃宏？”　　“这两位都是族中前辈，
显勘为乐氏二十一世，肃宏乐氏为二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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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同仁堂》

精彩短评

1、书角有点折，但不影响。同仁堂的书嘛，本来就选择有限，这个是里面最好的了。
2、应该看看，不容易啊
3、该讲的也讲了，该说的也说了，我好羡慕如此差的文笔和思维方式也能出书？！又一个经典素材
被作者糟蹋了！
4、我对此书非常感兴趣，同时也介绍给我的朋友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好书
5、关于同仁堂的相关资料不多，能找到的只有几本，这本算是不错的了，半传记半小说。
6、340年的历史一路读来，非常流畅，也长知识，推荐。最喜欢“修合无人监，存心有天知“和“但
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
7、国内绝大部分公司传记都是如此，写得像小说，褒扬多过真实。
8、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适于任何行业～作者写的比较专业，有的地方看的就困了⋯⋯
9、故事性很强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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