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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三克药丸 责任千金

张冬梅
同仁堂安宫牛黄丸“非遗”项目传承人

扎根山区 悬壶济世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密云区大城子镇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有一颗小药丸， 它被中医奉为救
命 “神药”， 这颗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
药丸， 时至今日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
工制作技艺， 它就是中药 “温病三宝”
之首的安宫牛黄丸。 而制作这一颗颗
救命丸的就有安宫牛黄丸 “非遗” 项
目传承人张冬梅。

她17岁进同仁堂，如今手工搓丸一
次成型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然而，刚
进厂当学徒的时候，她可没有这么牛。
说起如何从学徒成长为传承人，张冬梅
说：“我是接我母亲的班，和中药传统制
剂之一的丸剂打了36年的交道。 ”

丸剂是中药传统剂型之一， 小小
一颗药丸， 包含了十余道工序： 研配、
合坨、 制丸、 内包、 蘸蜡、 打戳、 外
包……张冬梅说， 别看有的工序简单，
这里头每一道都有门道。

记得刚进厂时， 张冬梅从学徒做
起 。 实习 “轮岗 ” 的一年间 ， 制剂 、
研配、 合坨、 制丸， 她对厂里各车间
的工序都有了全面的了解。

也巧， 张冬梅实习期间， 正赶上
制剂车间 “搓安牛”。 她说： “师傅说
我很幸运， 很多人来实习， 都没赶上。
那会儿订单不多， 一年也就几千丸的
订单 。 而且都是纯手工 ， 搓 ‘安牛 ’
其实跟包饺子一样， 我搓了一个月的
‘大条’， 按重量分份儿， 再把一份揉
面团， 打成条， 把条放在 ‘搓板’ 上
压出丸。”

搓大条 ， 别看容易但很有讲究 ，

均匀度、 光泽度都有标准。 “那会儿，
我觉得自己搓的差不多了， 师傅一看，
揉回面团接着搓， 泄气急了。” 张冬梅
说， 看着别人搓板出丸， 觉得有意思，
就跟师傅说想去试试。 “记得那会儿
吃午饭， 我第一个吃完， 然后跑回车
间 ， 开练搓板 。 结果更是不成 。” 最
后， 三个月的制丸车间实习期过后 ，
张冬梅一项都没合格。

一年后， 张冬梅被分配到包装车
间 ， 裹金 、 包玻璃纸 、 扣皮 、 蘸蜡 、
打戳、 外包……一干就是8年， 基本上
手艺都学到手了。 由于工作出色， 被
调配到制丸车间。 这下子， 张冬梅乐
了， 终于可以接触到制作 “安牛” 的
机会了。

她还记得实习时， 打条是她接触
“安牛” 的第一道工序， 但是并没有合
格。 张冬梅笑着回忆说， “那会儿我
打出来的条都不是很满意， 后来就天
天回家搓面去， 那阵子我们家天天吃
面条。”

“越难干， 我越得练。” 在过了打
条关之后， 张冬梅有机会开始学习最
关键的搓丸。 “一开始我自己还不敢，
有点害怕， 怕自己搓不好影响工作进
度， 后来别的师傅搓丸的时候， 我就
在旁边称重差， 斜眼偷瞧， 看人家怎
么搓的。 天天去搓， 天天练， 后来终
于干了一段， 让我上手了。 最高的时
候同时搓过八根。”

由于搓丸对力道的要求极高， 张

冬梅每天都要重复一个动作： 胳膊端
着， 腰得挺直， 这一天下来， 腰酸背
疼成了常态。

功夫不负苦心人 。 2005年前后 ，
同仁堂亦庄分厂成立， 干活踏实、 技
术全面的张冬梅被任命为 “安牛班 ”
班长。 但她并没有骄傲， 而是带着班
里的人把好自己的这道关。

上任后的张冬梅， 觉得肩上的担
子更沉重了。 张冬梅常说： “咱做的
是救命的药， 你一个人差不多， 十个
人差不多， 那就差远了， 救命药还能

救命么？ 来不得半点马虎。”
36年间， 张冬梅在制丸车间练出

了一身手艺。 退休后， 她被返聘， 现
在带徒弟。 为确保 “手工搓丸” 这一
同仁堂传统手工加工技法能够很好地
传承下去， 张冬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班组职工。 她
不仅将操作要领、 注意事项等细致地
讲给大家， 而且手把手地指导职工们
练习。

按照张冬梅教授的内容， 班组职
工在实践中细细体会着这其中的门道。
经过刻苦练习， 目前， “安牛班” 的
全体职工已经都能够掌握这项技术了。

几年来， “安牛班” 的成员以争
当 “全能操作手” 为荣， 通过换岗学
技术、 练技能的方式， 全面提高了岗
位操作技能， 很多人先后考取了中药
固体制剂中级工、 高级工和技师的职
业资格证书。

采访结束时， 记者礼貌地握了一
下张冬梅的手， 厚实且粗糙。 不由自
主多问了一句 ， 她却轻描淡写地说 ：
“我们都这样。” 只见一双指尖有老茧、
布满深深掌纹的手， 就是这双手做出
了同仁堂的拳头产品———安宫牛黄丸。
她每天重复着研配、 刷油、 称药等一
道道工序， 药丸的黄褐色已经沁入了
她的掌纹间， 如同历代同仁堂人始终
恪守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
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的古训， 早已刻
在她心中。

大城子镇距离密云城区约30公里
的距离 ， 地处山区 ， 交通虽有不便 ，
但每天到镇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就
诊 和做针灸理疗康复的病人却特别
多。 “一般情况下， 中医门诊每天要
接诊40多位病人， 另外还要接待几十
名患者进行理疗康复。” 中医馆中医师
胡德印告诉记者， 人多的时候， 这里
单日接待病人可达近百人， 这对于一
个山区基层卫生服务中心来说， 数量
绝不算少， 尤其是， 该科室仅有两名
医师。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的文化瑰宝，
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
据了解， 密云区大城子镇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科成立于2009年， 近两年又以
创新工作室的形式成立中医馆。 凭借
医生们精湛的医术， 这里的中医诊疗
康复远近闻名。

“都说我的面瘫康复不了了， 没
想到来这进行了两次针灸 ， 就好多
了。” 70多岁的病患李大爷曾辗转多家
医院治疗面部神经炎， 但效果都不明
显。 后经人介绍， 慕名来找大城子镇
的中医馆。 “这类病患由于就诊时间
过长， 其实是很难完全康复的， 但通
过针灸和服用中草药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 改善病情。” 胡德印医生的话给了
“李大爷” 信心， 于是连续两周， 他都
乘坐近1个小时的公交车， 专程来做理
疗。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层，
一间35平方米的理疗室里 ， 躺 、 卧 、
坐、 立着十几名患者， 分别进行着拔
罐、 针灸、 牵引等中医治疗术， 在接
受采访前， 胡德印逐一将他们安排妥
当。 “忙的时候， 连水都喝不上。” 由
于病人络绎不绝， 采访一次次被打断，
胡德印医生不急不躁， 处理好正在理
疗的病患， 又开始耐心的询问起门诊
病人的病史。 对面坐的女医生果冬雪
也一样从容淡定。

在小小的诊室里， 四面墙上都挂
满了各式各样的锦旗， “医德高尚暖
人心 医术精湛传四方”， “以病人为
中心 以服务树信誉” ……在密密麻
麻的锦旗当中， 有赠与胡德印医生的，
也有赠与果冬雪医生的， 似乎每一面
锦旗背后， 都在讲述着一个医者仁心
的故事。 也是从这些锦旗中看出， 前
来就诊的病患不仅仅来自当地， 来自
密云区和北京市范围内， 还有很多病
人来自周边河北省， 乃至吉林省部分
地区。

“是病患们的信任和托付， 让我
们坚持用精湛的医术， 服务于他们。”
果冬雪告诉记者， 她的老家就位于大

城子镇， 在这里为父老乡亲看病， 她
觉得很踏实。 陆陆续续前来问诊的病
人跟两位大夫之间， 像是旧相识一般，
亲切自然。

除了为各地慕名而来的病患诊疗
外， 密云区大城子镇卫生服务中心还
积极开展中医 “五进” 工作， 即： 中
医进村卫生室、 中医进家庭、 中医进
校园 、 中医进机关 、 中医进大集 。
“我们以公益义诊的形式， 宣传和普及
中医诊疗和中医养生知识。” 果冬雪回
忆， 在一次进校园活动中， 学生们饶
有兴致地询问关于拔罐的相关知识 ，
她都耐心讲解， 希望通过自己传播和
传承中医文化给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