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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良卿究竟起于何时，始终是安
庆史学界一个未解的谜。

关于余良卿创办时间，目前我们看
到相对权威的“咸丰五年”说，出自安徽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7年方志
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志·医药志》，上
面记载“余良卿号是爿经营自制膏药的
中成药店，创建于清咸丰五年。”

咸丰五年是 1855年，这是太平天
国安庆之乱的第三个年头。余良卿选
择这个时间点初始创建，时机与条件
都有许多疑点。而在民间，关于余良
卿的传说，也远不止一百余年的历史。

2018年初，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新文在和我们一起
讨论时，希望我们能做一个系统梳
理，看能不能找到余良卿真正的起始
源头。

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这就是今
天摆在诸位面前的新书 《传奇余良
卿》。

我们依据的主要资料包括：《安庆
文史资料》、《余氏族谱》五修本与七修
本、《申报》、《皖铎报》、《安徽省医药
志》、民国版《怀宁县志》、《安庆市志》、
《中国老字号（九）药业卷》、《中国民间
故事全集·安徽民间故事卷》，等等。

我们的突破口是余良卿创始人余
性庭。

这之前，余性庭被余良卿家族认
为是余良卿代表人物余鹤笙的祖父。
从余性庭到余鹤笙再到余良卿最后一

任掌门人余达谟，前后是五代。此说
法源自2011年余良卿后人为纪念画家
余守谟诞辰百年编著，由青岛出版社
出版的《德行的力量——纪念余守谟
先生诞辰100周年》，其中《余氏家族世
系表》上，列在余良卿家族之首的余性
庭（妻李氏），被认为是余鹤笙的祖父，
也就是余良卿鲫鱼膏药的创始人。

但，《余氏家族世系表》只是余良
卿后人依据父辈回忆整理而成，缺乏
原始的资料支撑——当时他们没有查
到余氏家族的家谱。

在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的帮
助下，我们在安庆市图书馆查到《余氏
族谱》五修本，非常可惜，有关余良卿
这一支的这一卷，缺失。但我们在上
面看到了余鹤笙的领谱记录。通过这
个细微线索，我们在《余氏族谱》七修
本上，完整找到余良卿家族由余性亭
至余达谟整个谱系。

疑点由此解开：
首先，余良卿创始人余性亭的

“亭”是亭阁的“亭”，而非家庭的“庭”，
“亭”与“庭”之误，是口传中的变异。

其次，余性亭与余鹤笙的关系，是高祖
与玄孙的关系，而非爷爷与孙子的关
系。也就是说，从余性亭到余鹤笙是
五代而不是三代；从余性亭到余达谟，
则是七代相传而非五代。

谱记：余性亭谱名余治光，字学
智，号性亭。但他在族谱中的身份不
是医生，而是“廪贡生”，且“钦加同知
衔，持授湖北沔阳州正堂”。不仅他，
他的儿子余德铨也官为“广西即补清
军府”。谱又记：余性亭祖坟姚家汊，

“价买王辅田，随田一片，坐落王家冲，
上至山顶，下至山脚田后坎，北凭黄
姓，下凭田头，南至程姓为界，四至俱
有界。有赤契。”或是捐官，或是置地，
表明余性亭资金不是一般的雄厚。也
就是说，早在咸丰战乱之前，余性亭就
把一贴余良卿鲫鱼膏药，在安庆做得
风生水起。

这就是我们把余良卿创始时间从
清咸丰五年往前推的重要原因之一。
余良卿发展史，因为余性亭身份解密，
也往前大大延伸。

从余性亭到余鹤笙，余良卿发展

有一个低落期，这个时间段在咸丰五
年前后。道光末年，余性亭年事已高，
而他的儿子与孙子，或多病，或早夭。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咸丰战乱期间，余
良卿重振旗鼓，只能靠几位女性强力
支撑。我们把它称为余良卿“女性三
驾马车时代”。这三驾马车，分别是余
峻勋之妻余李氏，余李氏之女余传如，
余李氏之媳余翁氏。

余鹤笙少年执掌余良卿，是余良
卿重大转折。从十六岁亮相余良卿舞
台，到1918年谢幕，余鹤笙掌管余良卿
号前后共三十四年。余鹤笙的成功主
要归于两点，一是不忘初心，也就是余
良卿立业之初定下的铁规：以价格取
悦于受众。售价低廉不是以质量低劣
做基础，反过来，追求品质目的也不是
以售价攀高。物美价廉，这是余鹤笙
时代余良卿号坚守的口碑。

余达谟生不逢时。从 1933 年至
1937年，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努力，才
把余良卿带出困境，再度在安庆树立
膏药行业龙头老大的形象。不料情势
急转，抗日战争爆发，安庆沦陷，余

达谟耗费五年的心血，一夜之间荡然
无存。虽如此，余达谟仍在屯溪把余
良卿坚守了八年。抗战胜利，余达谟
回省城安庆重挂余良卿金字招牌，且
顶住社会政局动荡、经济通货膨胀等
不利因素，把余良卿做得红红火火。
顶峰时，规模扩大到拥有五十名以上
的员工。

而这一切，现代余良卿发挥到极
致。2019年，余良卿在严新文总经理
带领下，销售总额超过五亿，上缴税金
七千万。作为外用中成药生产企业，
余良卿仅凭鲫鱼膏药、狗皮膏、活血止
痛膏、风油精、清凉油、酸枣仁合剂、蛇
胆川贝液、风寒咳嗽颗粒等产品，就把
销售总额做到了五个多亿，不能不说
是传奇老字号创造出的新神话。

两百余年余良卿，一贴膏药行天
下，走的是曲折之路，抵达的是辉煌之
顶。余良卿，是安庆也是安徽传承有序
也发最好的老字号企业。从余性亭到
余鹤笙再到余达谟，再到现在的安科余
良卿，这一条线最终得出结论：余良卿，
起于乾隆，盛于光绪，璀璨于当下。

《传奇余良卿》，为安庆金牌老字
号立传。类似
专著，在安庆是
第一部，在安徽
也应该是第一
部。我们很高
兴承担了这一
任务。

●张健初

《传奇余良卿》：为安庆老字号立传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引
发的凶猛疫情，中医药从一开始就战斗
在前线。据悉，28个省市区630多家中
医院共派出近3200名中医驰援武汉、湖
北；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占
比超过85%，在阻断轻型患者向重型患
者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清肺排毒
汤”被推荐使用，北京中医疗法覆盖所
有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广东
开发出“肺炎1号方”，疗效明显……

烈火见真金。中医药在这次战
“疫”中独树一帜，又一次证明，传统医
学作为一只重要力量，在紧要关头治病
救人，从未缺席，并建奇功。这，或许也
能撼动某些国人心目中对中医药固有
的偏见吧。

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医药宝库赫赫煌煌，源远流长。《神农本

草》、《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千金
方》、《本草纲目》、《温病条辨》，等等，哪
一部不是医学经典？银翘解毒丸、防风
通圣散、藿香正气丸、云南白药、天王补
心丹、十全大补汤，等等，任一方剂都曾
治病医人。针灸、推拿、拔罐、刮痧、五
禽戏、气功、药膳，等等，极具中国特色。

或许有人认为，与西医比较，中医过
时了，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我真的不以
为然。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
中得到启发，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
学奖，不正说明中医药学之博大精深吗？

中医药凝聚了无数先贤的心血和
汗水，也在历代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座
丰碑。相传神农尝百草，终因尝断肠草
而逝。李时珍编《本草纲目》，脚穿草
鞋，翻山越岭，足迹遍及数省，27年历尽
艰辛。脉学之宗扁鹊、医圣张仲景、药
王孙思邈、法医学之父宋慈，一个个响
亮的名字，深刻在国人的脑海，高山仰
止。华佗再世、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杏
林春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的称誉无
不发乎百姓内心。桐君祠、华佗纪念
碑、医圣祠、药王庙，受后世万民敬仰。

中医理论包罗万象，自古至今，已
然形成了门类齐全、功能强大的集预
防、治疗、保健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天

人合一的“整体观”、燮理调平的“中和
观”、养生防病的“未病观”、因时因人因
地制定治疗方案的“制宜观”等中医观，
既可用于临床救死扶伤，又可将其哲学
思维广泛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君臣佐使”、“用药如用兵”、“用药
如用刑”、“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
病”，是医理，亦是医外之理。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争中，“扶正
祛邪”、“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等中医
治疗原则，指导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
疗效。倡导轻症患者习练太极拳、八
段锦等增强机体抵抗力、调节患者心
态，正是基于“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的中医理论的指引。

纵观古今，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繁
衍，中医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
如任继愈先生所言：“回想我们自己的爷

爷，我们爷爷的爷爷是靠什么维持健康
的呢？是怎么治病的呢？就是靠中医。”

这里，我还想用我的亲历表达对中
医药的信奉。很多年前，我患失眠症好
长时间，去找一当医生的朋友开安眠
药，他建议我吃中成药，至今记得，三样
药丸，服用一个月左右，痊愈后从未再
发。前年开始又犯口渴，夜晚尤甚，起
数次饮水又小解，天天如此达年半有
余，导致睡眠极差，心烦神疲。几次查
血糖，排除高血糖症；又去大医院做多
样检查，逐一排除可能病症后，专家告
诉我：去看看中医，调理调理。于是轻
松心态去看中医，十来付药喝完，果然
症状近乎消失。

我致敬中医药，也同样对西医药
肃然起敬，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感到由
衷的欣喜。凡一切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医学皆是人类的福音。至于如何看待
中西医之争，还是张伯礼院士回答白岩
松此问时说得好：这种争论是无聊
的 ， 没 有 意 义 ，
治好病就是硬道
理；我国有两套
医学保障，各展所
长，优势互补，不
是非常好吗？

●查显者

致敬中医药

《传奇余良卿》是2020年江苏文
艺出版社推出的一部力作。我们出
版社对这部反映企业历史文化的书
稿高度重视，安排的责任编辑查品
才，是厦门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研
究生的一个优秀编辑，他恰好也是
我们安庆怀宁人。从2019年 11月接
到书稿，到 2020 年 1 月新书出版，
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说
是按时、高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
本书的出版。

《传奇余良卿》是一部极具历史
文化积淀的书，实际上可以算一种跨
文体写作，它是一个品牌、一个企业、
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传记。但它又不
是简单的传记，它把历史、文化、经

济、中医、民俗、家风等融为一体，严
谨、厚重、扎实又可读。它不仅仅是一
个企业、一个家族、一个中医品牌的百
年史，也是一个企业的历史传承，一个
传统中医品牌的发展史。安庆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只有在这块土壤上
才能产生余良卿这样的著名品牌，它
不仅造福一方，而是造福四方。《传奇
余良卿》写出了余良卿这个品牌这个
企业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它不
仅是一个品牌，也是一种文化，同时
还包含了安庆人为人做事的哲学，是
安庆人的精神品质一个代表。我相
信它的出版对弘扬安庆文化、余良卿
品牌的影响，甚至对扩大安庆在全国
的文化影响力都大有帮助。

我人认为，余良卿这个品牌，不
仅属于安庆，属于安徽，也属于中国
和世界。我觉得这个家族以及品牌
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发
展的历史缩影，为了扩大这个品牌的
影响，可以考虑拍电视剧，这样对进
一步挖掘余良卿品牌的影响力，对扩
大安庆的文化软实力都是一个很好
媒介。现在官方喜欢说一句话，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那么余良卿在我看
来就是一个很好很合向全国人民和
广大用

户讲的一个故事。讲好了这个
故事，就是最好的营销。

（作者系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

●汪修荣

跨文体写作探索范本
——《传奇余良卿》新书发布会讲话摘要

已近耄耋之年的桐城市灵龟画
家胡大介先生，投入毕生精力，从事
龟画创作，痴心忘我，如今他的墨宝
渐入化境，无论是山龟还是池龟，在
他的笔下各具情态，栩栩如生，风情
万状，或活泼可爱，或典雅高贵，或稳
实敦厚。如果把他的龟画系列作品
的标题略加以归集，就不难发现其间
的奥妙，字里行间，深藏着胡大介的
秉性天赋，从小就被中国古典文学熏
陶出来的底子袒露无疑：“观山好读
天地书、遥对南山共长年、独揽天霄
舒心怀、长与天地共精神”，品咂之
余，如果不加书名号，还真以为是平
仄押韵节律合辙的古体诗。有个值
得探究的现象就是，在他的创作龟画
的空间里，天与地的高远开阔意象总
是频频出现在标题中，把一种庄严、
一份寄托，容纳在他的笔墨精髓里，
其中，不乏疏朗的情怀，阅世从容的
格调，稳实平和的气度，悠然无我的
放达，弥散在他的笔墨画意里，贴切
地化为色调、线条、空间布局和出其
不意的构图里，形成和谐安谧、宁馨
旷远、深邃开阔、超迈高远、脱俗豁
达、远离喧嚣的特殊氛围，令人沉静，
和悦，自在，回归自我，升腾为与天地
相融、天人合一的境界。

世间物象，纷繁芜杂，大介先生
何以取龟为平生追求之物象表达的
唯一？而与龟相合的物品多不胜数，
又何以取天、地、山、石、荷、仙鹤、兰、
洞、溪、木，这些有限的物象与之组
合？这都是我们必须深入画家精神
内核需要破译的密码。龟画里，藏着
他心灵的密码，透露着画家的喜好和
人生志趣，龟乃灵异吉祥之物，龟甲
自古就是祖先们用来叩问天地神灵
的灵物，当祖先很早就在龟甲上造字
的时候，虽然与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
限性和器物选择的局限性有关，但
是，肯定与人们爱屋及乌的心灵有
关，人们对龟的尊崇是从原始状态起

始的，龟作为古人类珍爱的某种图
腾，是有必然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关联
的，胡大介先生认为，“龟”的读音与

“贵”相近，“石”的读音与“寿”差别不
大，就是因作为吉祥物的龟与石头有
着天地至理的同一性，龟有坚硬的盔
甲，明显有凌厉刚性的甲脊，与顽石
的坚硬和刚性一脉相承，其次，龟的
沉静稳重，与石头也十分相类，具有
人格上的典雅、刚毅、沉稳和敦厚，是
可以滋养人类精神品格的象征物，是
可以含蕴君子风范气度之物，代表人
品的高洁，行为的端庄，君子的坦荡，
磊落，对名利的淡泊，摒弃。

《寻觅天地间》无论从构图、运
笔、着色、层次感把握与选择上，都是
一幅老辣上乘之作。整个画面一气
呵成，笔墨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可谓
浑然天成。这是一件大尺幅颇见功
力的龟石图，顽石的摆布，大小，形
状，以及石头的陪衬，与主体龟的布
局相映成趣，活色生香。况且，两只
遒劲有力、生机勃发的龟各具情状，
用墨独到，别具匠心，造型超拔，非同
凡俗，处理简约有致，黑白渲染，疏密
有度，颇见章法，龟的活力跃然纸上，
与史上曾经偶尔染指画龟的前人比，
无出其右。龟的利爪、坚甲，在动态
的奋力跃动中变形，活画出神龟的神
韵、气度，龟的头部昂起、颈部曲张有
力、眼神炯灼放光，这些细节，抓捕得
出神入化，笨重，哑默，呆板的俗相全
然无踪，这点，是不容易做到的。更
值得一提的是，画面的右侧，几乎一
半的篇幅被一块巨石稳稳占住，且巨
石的大写意画法，堪称神来之笔，画
家的激情由此横扫而出，皴笔的劲
道，宿墨的厚重，衬托出巨石如山的
沉稳，石的虚实层次感一气呵成，既
有风雷激荡中刹那间的宁静沉寂，又
有暴风骤雨时熔融岩浆的奔突。炽
烈与静寂，浑然一体，互相激发出一
种言说不尽的张力，这幅大写意作

品，无疑是胡大介先生创作走向巅峰
状态的激情之作。

纵观大介先生的作品，更多见识
的是他工笔画的深厚力道，如《和堂
长寿图》，选择的物象就颇具深意。

“和”与“荷”、“堂”与“塘”，除音谐同，
也暗藏画家匠心。这是一幅难得的
精细巧思之作，画面看似很满，实则
虚实有致。丰沛的荷叶挤挤挨挨，风
情别致，诗意盎然，透出清新，热烈，
充满情趣，流淌着画家对生活的热
爱，和火一般的热情，条幅中，满满的
翠绿的荷叶，灼灼的荷花红艳艳燃
烧，点缀着翠绿的荷塘，盛夏的激情
时光，呈现的是一幅龟的家族其乐融
融的和谐图。潜藏在荷叶下方的是
一群活蹦乱跳忘情嬉戏的龟，这些被
赭色渲染的大龟小龟，从不同的情态
上表现出画家笔触的细腻，刻画的精
微，形态变化的多端，是画家对龟的
生活细节的烂熟于心和表现技巧炉
火纯青的生动写照，整个画面层次分
明，上下通透，布局精当，当是作者的
神来之作。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胡大介的龟画作品已被世人认可，接
纳，盛赞，他本人也多次被收入如《中
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
化名人》等辞书，胡大介先生卜居乡
下，畅游在自己的精神领地，自甘如
饴，未有懈怠，幸福着，快乐着，满足
着，以天地为师，以日月为寄，视龟如
命，抒写一腔吐纳天地、遗世独立的
情愫，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艺
术天地，正如他的龟画标题所示：“千
载天地种高情、寿岁堪与石比邻、山
登绝顶我为峰、天地苍茫壮我情。”这
里的“高情”、“苍茫”
等，都是自我心境和
心气的自道，表达着
含纳于胸的万千气
象和勇往直前的坚
定意志。

●许松涛

长 与 天 地 共 精 神
——读著名龟画家胡大介的《盛世神龟》集

央视春晚，自 1983 年春节起，
就传遍了神州大地，走进了千家万
户，每年大年三十晚上，举国上
下，合家团聚，一起欣赏央视春
晚。然而，老家乡村办春晚，还是
头一次遇见，让我感到惊讶和震撼。

“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
毛龟。欲知相符生辰日，此是人间
祭灶时。”岁尾寒冬，年味渐浓，在
甜甜的灶膛香气里，像我这样的打
工仔们，不管走多远，小年一到都
回到了老家。正好赶上了家乡首次
搞春晚——闹小年。

这天上午，雄伟壮观的家乡美
丽乡村的村民广场上，旌旗飘荡，
迎风招展，男女老少，喜气洋洋。
村人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迎来
了乡村首届春晚。我们小市农民腰
鼓队，扭着秧歌，敲锣打鼓，闪亮
登场，他们身着红袍，腰系红丝
带，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给这个
深冬增添了几分明艳和温暖。

拔河，是娱乐和体育相结合的
文艺活动。这对于农民来说，得力
应手，各个村民组的农民，都踊跃
参加，拼尽全力一搏，迎来了观众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台上台下，一
片沸腾。这个节目，体现了纯朴农
民斗志斗勇，敢于挑战自我的拼搏
精神，凝聚了农民兄弟姐妹之间，
团结有爱的精神力量，展示了农民
活泼、和谐、友善的优良本质。

现在的农民，已不再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式的农耕劳作，农民
思想文化意识大大提升，丰富多
彩。那风靡城市的广场舞，也悄无
声息地走进了乡村，溶入了农民的
夜生活，今天，也搬上了乡村大舞
台，农民大婶、姑娘、姐妹们，个
个跳的那么欢，那么洒脱，有模有
样，他们跳出了热情，跳出来自
信，跳出了农民生活的惬意和美好。

尤其是《欢乐的田野》这个节
目，是我们小市农民们自编自演
的，具有历史农耕文化的特色，那

“做鞋纳底”、“盘禾筛谷”，是对过
去农民生活的追忆；那“当午锄
禾”、“老翁捕鱼”，是现实农民日常
劳动情景的缩影；那“吹唢呐”、

“鸣竹笛”、“民间舞蹈”，是农民娱
乐生活的结晶……这一个个朴实无
华的场面，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
条理清晰，别具一格，是勤劳、智
慧、聪颖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把
乡村新貌和风土人情，表达得淋漓
尽致，栩栩如生。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表现精准扶
贫的节目《小市快板》和《小市民
歌》。

小市快板，紧跟现代社会发展
形势，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乡村基层
干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日夜坚守在帮贫致富战线上，帮助
贫困农户，逐步脱贫，走向小康富
裕的生活；讴歌了扶贫政策的实
施，和在乡村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小市民歌，具有小市地方特
色，展示了小市农民的艺术风采，
诠释着小市人民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小市人民用自己的语言，唱出了
小市人民的心声。

这天，寒风凛冽，室外温度接
近零度，可是，这些农民演员们，
忘记了寒冷，在露天舞台上纵情歌
舞，洋溢着火热、温暖。他们图的
就是一个热闹、开心、欢乐，风情
万种，给传统的年，带来了别样的
色彩，生动而热烈。

乡村春晚，丰富多彩，汇聚了
现代农民多样化、高标准的娱乐生
活，体现了美丽乡村美好的精神面
貌，活跃了乡村欢度春节的气氛，
是新的年味，新的享受，是乡村春
节耳目一新的新看点。

●夏仁杰

乡村春晚

一

壮士立志出乡关，不除病魔誓不还。
此去妙手揽春住，人间无处不青山。

二

母女连心两依依，情意相牵忍别离。
巾帼不逊男儿勇，义无反顾赴戎机。

三

又见天使赴险行，悬壶济世见忠贞。
生死关头何所惧，狂澜力挽神女惊。

●焦建国

赞驰援武汉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