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昆明中药业的师徒传习制度

杨祝庆

!摘要"!清朝末期昆明药材行帮出现后#作为行规的0投师文约1也开始出现#标志着昆明中药

业师徒教育的契约化和制度化! 0投师文约1的实施#由药材行帮及其同业公会组织! 昆明中药业的

师徒传习具有扩大了人才来源"契合药工熟识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符合中药制造人力操作的条件"

符合中药技艺口传心授的特点和规律"医药一体"非政府组织等特点! 昆明中药业的师徒传习#培养

了一批中医药人才#推动了手工作坊向工业化的转变#催化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从药材与成药兼

营中的分离#形成的有效的师承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师约$!师徒传习$!中药业$!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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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HKEE#M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投师文约是师徒传习的公开凭据! 近代昆明药

行的投师文约开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NEH+#停顿

于 "NFM 年! 这 FE 余年#正值昆明手工制药业繁盛

之时! 师约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昆明中药手工作坊的

发展#培养了一批中药专业人才#保护和传承了中医

药传统技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师徒教育措施#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目前#对近代昆明中

药业师徒传承制度#尚无专门研究! 笔者搜集并查

阅了这方面的档案史料#选取档案史料较完整的

"NEH2"NFM 年这一时段#考察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

传习状况#探讨其产生"发展和实施情况#揭示其优

势和影响!

;<<投师文约产生的背景

投师文约是师傅和徒弟双方约定的文书#又称

0师约10师约柬10投师文卷10师徒契约1! 昆明药

行的投师文约出现于清末! 如昆明药铺0大安堂1

店主杨兴周#"# 岁时*"MGK+投到0春生堂1*今正义

路庆云街口+欧庆余门下当学徒#订 K 年投师文

约,"-

! 清末所谓0药行1或0药材业1既指药材供销

业#也包含丸散膏丹等成药的产销业#一度也曾含民

间草医! 清光绪前期及其之前#昆明药行的投师文

约估计处于自发"零星时期#尚未作为行规!

作为行规的投师文约是在行帮之后出现的!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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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是商人组成的行会组织! 清光绪元年*"MGK+#云

南杜文秀起义后#昆明社会安定#市场逐渐兴盛! 药

材商人在昆明设立号口#或专做趸庄批发生意#依业

务或籍贯#结成行帮,#-#G

! 在昆明的行帮#外省的有

川帮"广帮"浙帮"京帮"赣帮等$本地的有昆明帮"迤

西帮"鹤庆帮等#尤以川帮"西*西康+帮"滇帮和粤

帮的势力较大! 为维护交易秩序#避免同业竞争#行

帮订立规约#对学徒"开设地段等加以限制! 具有师

徒合同性质的投师文约222师约柬#由行帮合议#规

定了药铺"学徒和举荐人的责任*昆明市档案馆档

案<档号)F#5"#5HE<+! 这是昆明师约的萌芽期!

较成熟的投师文约是随行帮组织222商会的成

立而出现的! 清朝末年#法国加紧在云南的掠夺!

光绪十三年*"MMG+#蒙自被迫辟为通商口岸#随后#

思茅关"腾越关相继开通#外国药品和仿制药品充斥

云南市场! 蒙自"昆明"开远等地已成为云南中西药

品争夺的主战场! 为保护商业#繁盛商埠#光绪三十

年*"NEL+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H 条#谕

令各省设立商会! 同年#经云南农工商务局准许#行

帮的团体组织222云南省垣商务总会在昆明成立!

总会之下设分会#有昆明商务分会"云南迤西下关商

务分会"东川商务分会等! 由于各帮纷争#昆明商务

分会未能如期成立#昆明行帮的日常业务直接受云

南省垣商务总会管理,#-"#

!

有了行业组织机构#昆明各行帮修订了行规!

行规里有投师文约! 如光绪三十二年*"NEH+滇西

下关商务分会章程有了0投师文卷1的规约! 凡行

号商铺所用管事"学徒人等#均应谨守号规)0招用

学徒必须当凭保人#书立投师文卷! 倘不遵本号规

约及有偷窃"违误"潜逃等事#除将学徒科以应得之

罪#均惟保人是问1! 师徒教育"推荐用人等振兴之

法#在近代云南商会中受到热烈欢迎#会董把它作为

0与列强竞争#振兴商务1的有力举措#称赞说0意美

法良#莫善于此1#希望借此0力除积弊#以维自有之

权利1*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N5"5"G#<+!

昆明中药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是投师文约

实施的内在动力! 当过学徒"任过师傅"且经办过投

师文约的0管事1李述尧认识到)0国药业是技术性

的行业#要有专长经验#方能保障对人民健康服

务1! 他深感中药铺0业务多而缺乏人#虽能马上开

办#但对招收培养新的后备力量#短期内是不能学习

得到的1! 因此0希望本行业的从业人员#政府照

顾#使其归口入行#33使其发挥专长1 *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G5#5HEG<+! 李述尧带头0传习工

艺#振兴实业1!

图 ;<昆明市档案馆藏.师约存查/宣统元年柬*"NEN+

在振兴商务的呼声中#投师文约在昆明中医药

业以书面形式订立! 作为行规#昆明药行明文规定

投师文约推行的时间#见于云南省垣商务总会成立

之年#即光绪三十二年*"NEH+! 昆明市档案馆晚清

档案.师约存查/记载)0自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四

日川西滇三帮药材合行公议投师文约1 *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 *图 "+! 书面师约柬

的出现#是昆明师徒教育契约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师

徒教育进入新的时期!

=<<师徒传习制度的实施

=<;<组织机构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是由药材行帮及其同

业公会组织的! 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昆明药材业

投师学艺的组织者为药材行帮! 药材行帮先后称)

0川西滇三帮1和0川西滇粤四帮1! # 帮从清末至

民国中期#承担了0师约公具1的办理!

0川西滇三帮1指清末以四川帮"西康帮和云南

帮为主的在昆行帮#就是说#0川西滇三帮1之名是

在昆行帮以籍贯为号的称谓! 以0德生药材行1为

首的川帮"以0同传合1为主的西*原西康省+帮和

0寅生堂10利济堂1等滇帮#是清末昆明药材行帮的

主干! 川西滇三帮每年在昆明三皇宫*今鱼课司

街+会馆集会#举行全药材业参加的0药王会1#交流

行情#公议行规#办理0师约公具1! 行帮既是药商

的结合体#又是云南总商会的成员! 如 "N"G 年 H

月#改组成立的云南总商会吸收了各行业的 HG 名代

表参加#其中药材业有 # 名会董#分别是在昆明文庙

街开设0谦益祥1的四川省巴县籍人王世翊*别号汝

翘+和在昆明文庙街开设0德生行1的江西省清江县

人傅之骥*别号玉卿+ *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

F#5"#5"M<+!

清末#川西滇三帮承担了昆明药材业师约的订

立! 据.师约存查/统计#清宣统元年*"NEN+至宣统

三年*"N""+#川西滇三帮组织师徒传艺#办理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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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徒的投师文约! 其中#"N 名为昆明籍学徒#占

七成! 其余有呈贡"邓川"永昌等郊县和专州县的学

徒! 拜师学艺的药号有0恒春堂1 0德春堂1 0寅生

堂10利济堂10六和堂10庆余堂10德生行1等 "E 多

户*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 0寅生

堂1的徐显堂"0德生药材行1的傅玉卿等先生分别

收吴树臣"张仁忠等学徒#传授药材艺业*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G5F<F"5#L<+! 辛亥革命后#昆明药

材业的商人沿袭清朝的行帮组织! 由于0南利生1

*明利生+的覃氏*"N"G+"0怡泰祥1 *"N#E+的黎伯

海等广东帮先后在昆明设店#药材行帮自 "N#L 年起

在川西滇三帮基础上增加粤帮#称0川西滇粤四帮1

*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 川西滇粤

四帮设0管事1# 名#负责行帮日常事务#办理师约手

续!

到民国中期#在行帮基础上改组为药材业同业

公会! 与其他行业相比#药材业改组较早! 据档案

记载# "NF" 年 F 月#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正式成

立! 发起人赵榷等 "L 人申请许可#拟定章程#召集

成立大会#选定职员#并将组织章程呈请市商会等部

门备案! 申推0百寿堂1的赵榷为主席#0协盛昌1的

李丞祖"0福林堂1的李保年"0百福堂1的赵福和0益

兴和1的陈联科 L 人为常务委员#0同记合1的陈汝

骥"0大成堂1的毛廷杰"0玉六堂1的翟廷辉和0同传

合1的熊兆凤 L 人为执行委员#0鸿记1的张仁忠和

0宏寿堂1的刘源为监察委员*图 #+! "NF" 年#参加

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公会的有 N# 家商号*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G5F RF"5#"<+! 昆明市药材业同业

公会会址设在四牌坊的0百寿堂1内! 同业公会职

员负责投师文约的办理! 填写投师文约的经办人仍

称0管事1#0管事1F 年 " 届#轮流执掌! 自 "N#L 年

起#先后担任0管事1的有刘仙槎和赵衡三*"N#L2

"N#H+"马致和和周吉安*"N#G2"N#N+" 赵衡三和顾

图 =<昆明市档案馆藏药材业同业公会职员表*"NF"+

图 ><昆明市档案馆藏赵斌*赵子信+师约*"NFL+

维三 * "NFE2"NF# +" 刘仙槎和杨畴五 * "NFF2

"NFK+"毛少林和李述尧*"NFH2"NFM+K 批! 同业公

会负责师徒契约的办理#一直持续到 "NFM 年*因日

军轰炸昆明城#药铺疏散而停止+!

0管事1为兼职职员#他们是中药铺的店主! 如

赵衡三经营0百龄堂1 *百寿堂+"顾维三经营0仁安

堂1"杨畴五经营0杨大安堂福寿药号1"毛少林经营

0大成堂1"李述尧经营0协盛昌药号1等#这些药铺

实力较强#都曾招收学徒#扩大经营业务!

=<=<师约内容和实施

据.师约存查/档案#近代昆明药材业投师文约

的主要内容有 K 项)

!

开始实行时间)0自光绪三十

二年正月初四日川西滇三帮药材合行公议投师文

约1#即从 "NEH 年起收徒学艺须订立文约!

"

学习

的内容)0药材艺业1!

#

招收程序)中人举荐作保#

父兄见证#行帮或同业公会具办#并举行药工拜师仪

式#正式收徒传艺!

$

学徒的责任)0自备功德银肆

钱#由会内请领师约一张#言定学习三年#俟期满之

日#再上功德银六钱#方准外出帮工开铺! 如有抗违

不遵#公同议罚!1

%

学徒义务)"N#L 年起#除功德银

钱增加外#在原约基础上又规定了满师效力期#即

0领此执照后学徒须在老师铺内效力两年#学徒不

能懒惰#老师不能薄待#俟效力期满后方准出外帮工

开铺1*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 *图

F+!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实施了 # 个时期)晚

清和民国时期! 尽管社会大剧变#但师徒教育在昆

明中药业由于组织严密#资金雄厚#办事认真#又有

会馆作为基点#因而持续未断!

清末 H 年*"NEH2"E""+#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

起步! 据.师约存查/档案统计#自 "NEH 年起的 F

年内#未见投师文约! "NEN2"N"" 年#昆明中药业

#G 名学徒订立师约#绝大多数订约 F 年的学艺期#

如0恒春堂1刘继周"0六和堂1陈光祖"0致和堂1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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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春等! 0大德堂10德春堂10寿安堂10庆余堂1等

药铺各先后收徒 # 名*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

FE5"GG<+! 尽管前 F 年可能未订立师约#但后 F 年

师徒教育已在主要中药铺里启动! 清末 H 年

*"NEH2"N""+可谓是师徒传习的起步期!

辛亥革命后#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得以发展#初

见成效! 据.师约存查/档案统计#"N""2"NFM 年#

昆明中药业共 "MK 名学徒订立师约#并拜师学艺!

这一时期以 "N#L 年为界分 # 个阶段)"N#L 年之前

订立投师文约计 N" 份#主要药铺均有签约! 0成春

堂1师傅聂成春与周有庆"0吉元堂1师傅苏氏与董

祖培"0寅生堂1师傅徐氏与杨克谦"0大安堂1师傅

杨氏与熊国明"0济生堂1师傅周氏与赵福"0福林

堂1师傅李氏与李宝斌"0利济堂1师傅傅玉卿与陈

灿南"0大成堂1师傅毛少林与李仲仙"0福元堂1师

傅姚静仙与杨荣祥徒弟等分别订立师约*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F#5#K5GFN<+! "N#L 年后订约 NL

份#大药铺的师傅集中招收学徒#有的同时招 # RF

人#如0益兴和1的陈氏"0百寿堂1赵衡三"0大安

堂1杨畴五"0福林堂1李氏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

档号)F#5FE5"GG<+药铺师傅! 经过传授#部分学徒

满师后取得药业执照#如李应辰"杨泽厚"金从英"李

忠全"施炯等! 部分学徒满期后晋升为店员#如李鸿

昌"赵子信"杨润等! 还有部分学徒毕业后开设药

店#如赵萱*仁安堂+"李振芳*春和堂+"赵又仪*赵

福+等#从学徒变成师傅!

=<><教学内容和规模

近代昆明中药业的师徒教育#教学内容丰富!

除医药典籍外#还包括药材知识"药店管理"推销术

等应用知识和技能! 以药铺学徒为例#所学内容主

要有药材识别"炮制技艺"配方"中医诊断#甚至经营

管理等医药知识! 如清末在0春生堂1当学徒的杨

兴周掌握中药行道的技术较全面#0对饮片的炒煅

炮炙#33十四种制法$丸散膏丹的收膏制剂#各工

序要领#认真揣摩领悟! 闲暇时还偷空苦读.证类

本草/.本草纲目/ .金匮要略/等医药经典1

,#-"F"

!

"NFL 年投到0天福参药号1#跟随店主郑继卿当学

徒! 后来任昆明中药厂厂长的赵子信回忆说)学徒

0什么都学#学药材#学药性#样样事都学$抓药#切

药#主动学1#0我们那时掌握的技艺多#从药材"炮

制"做药#到配药"检测都要懂#比较全面! 不像现在

分得很细1*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赵子信访问

记录##E"F<+! 赵子信还学医学#后来竟能行医!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业绩显著#已有相当

规模! 从昆明市商会档案看#昆明市商会第 # 届代

表推荐的 "NFM 年前后#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工会所属

商店 M" 户#年均使用人数 F#L 人*昆明市档案馆档

案<档号)G5F RF"5"N<+! 初步统计#有案记载的投

师学徒 "NEH2"NFM 年昆明中药业共有 #"# 人*昆明

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F#5#K5GFN#F#5#K5

GLN<+! 除辍学"转行等流失者外#估计接受教育的

学徒占药店使用人数的 #IF! 自 "N#L 年起0学习年

限满期1者获得满师执照*图 L+! 如 "N#L2"N#M

年#获得满师执照的有武光"李荫臣"杨泽厚"赵鲁等

#N 人 *表 " + *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 F#5FE5

"GG<+! 学徒和店员队伍#成为近代昆明国药业主

要的技术工!

><<师徒传习的优势和特色

与家传相比#师徒传授突破了家庭的限制#与社

会化生产相结合#在许多方面显示出自身的优势和

特色!

其一#师徒教育扩大了人才来源! 父传子受是

古代昆明医药教育的重要方式! 昆明较早而名声颇

大的医药世家有世袭军医管氏"朱氏和罗氏等医户#

0万松草堂1的孙氏"0姚济药号1的姚氏等几家! 明

洪武十四年 *"FM"+随军来滇的管致和,F-

"朱双

美,L-FEH

"董赐,K-等军医#在明朝医户世袭制下#世代

为医$到清末管暄"管俊"朱自新"罗开泰等辈已经历

"E 多代#代代相传#制售杨林丸"小儿化风丹等中成

药! 在农业社会#医药市场竞争尚不剧烈的情况下#

代代相传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世代接力#探索

和积累了医药经验和知识#促进了医药事业发展!

但是#当药市渐开#西药充斥之时#欲0与列强竞争#

振兴商务1#那种父子相传#甚至传男不传女等家传

习俗#就难以满足市场对中医药技术及人才的需要!

而对外招收学徒的师徒制度#则扩大了人才来源!

图 ?<昆明市档案馆藏满师执照存查*"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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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L2"NFM 年获得满师执照学徒表

学徒 药号 师傅 学年 管事 举荐中人 学徒父兄 领取满师执照时间

赵嘉义 法成云 F 毛廷述"李述尧 赵献之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NFM+

赵鲁 大成堂 毛少林 F 毛廷述"李述尧 张华 赵仪周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NFM+

刘发荣 大成堂 毛少林 F 毛廷述"李述尧 华兴甫 刘灿章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NFM+

莫贵 德寿药房 夏鼎 F 毛廷述"李述尧 赵礼信 莫汝贵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NFM+

李忠铨 益兴和 陈联科 K 刘源"杨福 萧庆斋 李显英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NFL+

李本宽 益兴和 陈联科 K 刘源"杨福 郭静堂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NFL+

李本恭 益兴和 陈联科 K 刘源"杨福 郭静堂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NFL+

李鸿钧 立德堂 殷汉章 L 刘仙槎"杨畴五 杨选之 李文阶 民国二十三年正月*"NFL+

晏蒙俊 德寿堂 夏畴九 F 刘仙槎"杨畴五 丁九皋 晏家贵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NFF+

施炯 皗大药庄 陈陛阶 L 刘仙槎"杨畴五 洪澄 施鸿恩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NFF+

冯士扬 百寿堂 赵衡三 F 刘仙槎"杨畴五 窦润阶 母冯陈氏 民国二十二年正月*"NFF+

李荣富 太和堂 郎蔚卿 K 赵衡三"顾维三 窦宽 李荣华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NF#+

苏永斌 庆元堂 李元庆 K 赵衡三"顾维三 陈荣富 苏占友 民国十九年正月*"NFE+

王必仁 百寿堂 赵榷 F 赵衡三"顾维三 何仰之 王泽恩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N#N+

李汝昌 保安堂 唐蔚森 F 赵衡三"顾维三 段桐岗 李钦臣 民国十八年正月*"N#N+

金从英 大安福记 杨畴五 F 周吉安 余海清 全维聪 民国十八年七月*"N#N+

杨泽厚 大安福记 杨畴五 F 周吉安 周廉臣 杨石庵 民国十八年七月*"N#N+

欧运贵 益兴和 陈联科 L 赵衡三"顾维三 欧源之 欧树武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N#M+

包松林 益兴和 陈联科 L 赵衡三"顾维三 唐继瑞 包乾之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N#M+

李荫臣 济生堂 周 F 周吉安"马致和 武士昌 李世清 民国十六年十月*"N#G+

赵连臣 百福堂 赵福 F 赵衡三"刘仙槎 武云 赵发 民国十五年九月*"N#H+

全福安 百福堂 赵福 F 赵衡三"刘仙槎 武云 全仕骖 民国十五年九月*"N#H+

段敏 同顺堂 王 K 赵衡三"刘仙槎 李俊臣 段培礼 民国十五年正月*"N#H+

杨发云 宏寿堂 刘源 L 苏选卿"孙长寿 李俊仙 民国十四年正月*"N#K+

李发 寅生堂 徐 L 苏选卿"孙长寿 李俊仙 民国十四年正月*"N#K+

杨发富 宏寿堂 刘源 F 刘仙槎"赵衡三 孙长寿 杨富 民国十三年正月*"N#L+

缪睴臣 百寿堂 赵衡三 F 刘仙槎"赵衡三 缪云峰 缪紫廷 民国十三年正月*"N#L+

邹重斋 百寿堂 赵衡三 F 刘仙槎"赵衡三 周吉安 邹豫泰 民国十三年正月*"N#L+

武光 百寿堂 赵衡三 F 刘仙槎"赵衡三 武云 武俊斌 民国十三年正月*"N#L+

!!其二#师徒教育契合药工熟识农业生产的实际

经验! 近代昆明药铺的学徒大多来自昆明近郊或专

县农村! 他们有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有花草知识#

有拣菜煮饭"推磨
"

碓等实际经验! 0药食同源1#

许多中医药知识和经验正是农业和饮食的结晶! 这

些人当学徒有基础#上手快#情愿干#留得住! 当时#

制药工具多为碾槽"簸箕"敲杆"铡刀"盆"罐等家用

工具! 药铺店主和师傅不仅看中他们的老实本分#

而且喜欢他们使用器具的驾轻就熟! 不论是帮着做

家务活计#还是拣择药材"炙药"配药#都能胜任! 聪

明伶俐记性好的#师傅愿意多教多说#掌握的知识技

艺丰富娴熟#多能成为好帮手和好药工!

其三#师徒教育符合中药制造人力操作的条件!

近代昆明药铺学徒文化程度低#许多甚至是文盲或

盲人#但他们年轻体壮#劳力强! 民国时期#昆明地

区全药材业学徒多为初高小文化程度#识字不多#少

数为文盲! 据老药工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昆明全药

材业盲人达 #E 多人! 招收这些人#师徒之间口口相

传#便于徒弟接受和学习! 如专碾药粉的盲人"做蜜

丸的女工"站柜台的伙计#因材施教#各展所长! 碾"

铡"切"搓等咀片生产#全是体力活#手工操作#又苦

又累#劳动强度大#学徒体格强壮#能担当制药工作!

其四#师徒教育符合中药技艺口传心授的传承

特点和规律! 制药技艺尚未或不便完全传通过文字

传授! 尤其药材辨识"加工技巧"炮制火候等技能#

口传心授的特点极为显著! 因此#口口相传的师徒

教育#心心相印的领悟和实践#是药艺传习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 师徒教育#手把手地教授#眼观"鼻闻"

口尝等感官知识和人工技术#符合中医药非文性的

特点和规律! 制药工艺#如炮"炒"煅"炙等各种优良

的传统的制法#许多诀窍非文字所能企及! 口授心

传#便于徒弟领会其中奥妙!

其五#医药一体! 这是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传

授的特点之一! 一方面#师傅医药兼营者较多! 清

末#昆明中药铺往往前店后坊#医药一家#如0万松

草堂10玉六堂10姚济药室10寅生堂10福元堂1等#

均以医兼药#医药不分! 0医之起#起于药也1

,H-

!

近代云南四大中医世家谙熟药性#或自制成药#如姚

荫轩的桑菊银翘散"戴显臣的妇科调经散"吴佩衡的

附子汤和康敬斋的疳积散#大都因药而名! 0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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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药号1一度是名医指定的药房或特约供应铺! 医

和药相辅相成#技艺相互促进! 遣药如用兵#医生对

药物"对疾病都知己知彼#故而往往能克敌制胜#甚

至百战不殆! 另一方面#学徒医药兼学! 近代昆明

严师传授的学徒#不仅传习药材艺业#而且兼学医学

知识! 即使是药工#也有医术较高者$即使是医生#

也有制药精湛者! 他们两不偏废#不简单把医和药

割裂开来#更少将医和药对立起来!

其六#非政府组织! 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教育

的主导者为药材行帮222行业组织#而非政府组织!

在民国政府0废止中医1的自戕行径中#行业自发组

织的师徒教育无疑是中医药界的自强行动! 西方列

强文化侵略#汪精卫政府禁止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界

面临双重危机! 药铺药号从自己的经营和竞争出

发#自发组织人才培养#是近代昆明中药业师徒传习

的另一特点! 师徒教育扎根于民间#并在边陲一隅

顽强生存下来#靠的是药材业本身的力量#包括中医

药从业者坚定的自信心和顽强的奋争!

?<<师徒传习制度的影响

?<;<培养了一批中医药专业人才

近代昆明中药业的师徒制度培养了一批中医药

专业人才! 据昆明市店员工会联合会国药业工会统

计#"NKE 年昆明中药铺的店员为 #GG 人*昆明市档

案馆档案<档号)F5"5FEN<+ *图 K+! 这些店员绝大

部分后来进入工业化企业#成为技术工人#有的成为

技术带头人! 突出的是被称为昆明中药业的0四大

金刚1222赵又仪"陈灿南"杨增五和李述尧#他们

都是师徒制度培养出来的!

赵又仪#昆明人#"N"F 年在昆明0济生堂1当学

徒 K 年"店员 K 年#"N## 年先后在昆明0百寿堂10德

福隆号1充店员#"N#L 年独资在昆明开设百福堂并

任经理#经营国药#零售汤药#自制丸散咀片*昆明

市档案馆档案<档号)G5F RF"5#L<+!

陈灿南#江西人#"N"N 年 "E 月投入昆明0利济

图 @<昆明市档案馆藏国药业工会店员表*"NKE+

图 A<杨增五的任命书*"NKM+

堂1傅玉卿门下当学徒#学习药材药业*昆明市档案

馆档案<档号)F#5#K5GFN<+#"N#H 年先后转入0寅生

堂10张鸿记药号1当店员#"N#M 转回0利济堂1当店

员#由昆明购买鹿茸至个旧售卖! "NFG 年#0利济

堂1改招牌为0大德药房1#陈灿南为经理#在昆明正

义路 #NL 号经营拆零咀片"汤药"丸散! 到 "NKE 年#

职员 "F 人#工友 # 人## 间铺房#" 间工作坊*昆明市

档案馆档案<档号)G5F RF"5F RL<+!

杨增五#昆明人#"N#M 年在0杨大安堂福寿药

号1学习药业#长期跟随父兄采购药材#配制成药#

深得其传! "NLK 年分家立号#任0杨大安堂祺昌药

号1经理 *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 G5"5GE#<+!

"NK" 年任昆明市国药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承担国药业会员的接收登记事宜! 公私合营时#简

历表0技术能力1一栏#自己填为0辨识及配制中药

材1*云南云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干部档

案)杨增五<+! "NKM 年被任命为昆明市药材采购供

应站副经理*图 H+!

李述尧#昆明人#"N"G 年投师到0利济堂1药店

当学徒! "N## 年在0德生药材行1当店员! "N#M 年

任0利济堂1药店经理! "NF" 年合伙开设0协盛昌药

号1*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G5"5GE#<+#经营拆零

咀片"汤药"丸散! 到 "NKE 年#聘用职员和工友 "K

人*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G5F RF"5F RL<+#为药

业大户! "NFL 年起李述尧与毛少林共同担任昆明

市药材业同业公会的管事#承担投师文约的实施事

宜*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FE5"GG<+*图 G+!

赵陈杨李0四大金刚1是近代昆明药材业学徒

的代表#其成才得益于师徒制度! 还有些学徒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昆明中药界的制药骨干#如0萱和药

号1经理赵萱"0春和堂1店主李振芳"0万生国药号1

店主傅玉琨"昆明市药材公司副经理李鸿昌"昆明中

药厂厂长赵子信等*图 M+#都是近代昆明中药铺的

学徒和店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既是昆明中医药的

技术骨干#又是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人*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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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李述尧*"NKH+

?<=<推动了手工作坊向工业化的转变

师徒教育促进了制药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发展!

首先#加剧了中医师与中药商"零售药商的分

离! 清朝中叶嘉庆"道光年间*"GNH2"MK"+#行医

与卖药逐渐分开,L-FEH

! 但到清末#昆明药行中医药

兼营仍是主流! 药铺师傅既是中医师#又是中药商"

零售商! 如陈力畴光绪二十九年*"NEF+开设的0天

元堂1#姚静轩光绪三十二年*"NEH+设立的0姚福元

堂1#姚勋琥宣统三年*"N"E+开设的0正支生华堂1

等药铺#均以医兼药,L-FEM5F""

! 店主是中医师#又是中

药商"零售药商! 师徒制度的实施#加速了中医师与

中药商"零售药商的分离! "NLL 年 # 月#昆明市政

府拟定.医药登记领照暂行规则/#将医药卫生人员

分为 "" 类#其中中医药有中医师"中药商和零售药

商 F 类并列#专业职能明显分离! 开业执照上注明

F 类职业的种类! 以 "NLK 年为例#昆明市临时登记

的开业人员已按中医师"中药商和零售药商 F 类不

同的职业种类给证#该年新增的中医师"中药商和零

售药商分别为 #G 户"N 户和 #H 户*昆明市档案馆档

案<档号)F#5N5"H<+! 一批中医师领取了中医师开

业执照#如熊元滋"戴丽三"吕华斋等! 医药卫生人

员的专业职能继续分化!

其次#催化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从药材与成

图 C<赵子信工作证内页

图 L<赵子信老药工荣誉证书

药兼营中分离出来! 昆明地区专门制售中成药的店

铺开工于 "M#H 年,G-

#这是昆明制药业的开端! 到清

末#昆明中药铺经营的主业是零售药材#兼制中药饮

片和中成药! 制药业是副业#处于家庭手工作坊阶

段! 随着需求的扩大#部分作坊切药"制药等业务扩

大#这就需要帮工#承担采购药材"切药"制药"柜台

售药等工作#于是业务日益分化! 投师文约制度不

仅满足了药铺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且促进了药坊的

分工#满足了竞争所需要的专业特长的培养和形成!

师徒传授是现实的专门的手艺传习方法! 经过师徒

教育#一些徒弟设立了专门制售成药的店铺#成药专

营铺逐渐增多! 据民国.昆明市志/记载#"N#L 年昆

明药材业约 "#E 户中#专制丸散膏丹者约占 #I

"E

,M-

! 制药业渐从中药商业中分离出来!

再次#药工队伍得以壮大! 师徒制度培养了一

批批制药工人! 药工成为中药铺里区别于师傅"店

主*零售商"中药商+等商人的工人阶层! 如上所

述#"NFM 年前后昆明市药材业同业工会所属商店的

年均使用人数为 F#L 人#即为药铺的职员和工友!

尤其0四大金刚1开设的0百福堂1 0大德药房1 0杨

大安堂祺昌药号1 0协盛昌药号1等昆明药业大户#

每个药铺的工人为 "L R"K 人#规模不小! 0姚济药

室在昆 FE 多年#先后培养精通炮制中药"药物操作

程序的中药技师四十余人1* 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N 辑<

"NMG)"MN<+!

在技术方面#炮炒煅炙等手工制药方法更加普

遍和成熟! 如 "N"L 年张星阶创立的0保和堂1是典

型的家庭药铺#前店后坊#经营山货药材#兼营丸散

膏丹! 曾在该店当学徒的赵桂英女士回忆#0我们

姑娘都会碾药1! 那时使用的是铁碾槽碾药#0药放

在里面#双脚站上去蹲轮子#人家说的脚蹲风火轮1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赵桂英访问记录#

#E"F<+! 一些技术诀窍得以提炼和总结! 师傅教

授的铡药顺口溜)0枳壳铡成乌鸦嘴#桔梗铡成云彩

片#杭芍铡了飞上天1# 老药工刘珍至今不忘*昆明

中药厂有限公司档案<刘珍访问记录##E"F<+! 对

三七的加工#"NFM 年从蒸煮发展到鸡油锅炸#除0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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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粉1外#能加工0熟三七粉1 * 政协昆明市委员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G

辑<"NN")#EM5#"#<+!

专业分工和技术发展#积累了医药知识和技术

储备#并为手工作坊向工厂生产准备了条件! "NKH

年昆明市中药行业公私合营#M# 家中药铺和 "N 家

行商合并#成立0公私合营昆明市中药材加工厂1#

直接管辖本企业的机关为0中国药材公司昆明市公

司1#工厂仍为0工场手工业1! "NKG 年#工厂购进了

第 " 部机器#是昆明中药现代工业的发轫! 该厂

.一九五七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报/称#0我厂自

归中国药材公司昆明市公司领导后#迄今未变! 本

企业四月份国家投资咀片生产机 " 部后#生产有了

显著的增加#机器生产约占全部咀片生产的 FKS左

右!1*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KH5"5"LKE<+从此#

机器的工厂化生产比重逐渐增长!

?<><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师承制度

近代昆明中医药业学徒#有组织地到药铺学习

药材艺业#持续 FE 余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师承制

度! 这些制度可分为投师文约"拜师仪式"上奉功

德"奖惩以及保荐公证等事项! 师徒教育制度涉及

学徒"学徒的家庭"师傅"药铺和行帮或公会组织的

权利和义务#内容丰富! 尤其入行"学艺和出师各环

节严格谨慎#寓文于艺#制度设计精巧#给今日启发

较大!

入行#慎择生徒! 入学资格为品行端方#不染嗜

好#年在 "K 岁以上 #E 岁以下者! 药行尤重敦厚诚

实者! 药铺深知药品关乎人命#0人命至重#贵于千

金#一方之济#德逾于此1 *.备急千金要方/自序+#

因此#近代昆明中药业收徒宁缺勿滥#精挑细选! 选

中的苗子#还需中人推荐#父兄作保#签订投师文约#

举行拜师仪式! 入行壁垒#虽缴钱微薄#但在学徒职

业生涯的起点#就把药业道德甚至全家生计纳入教

学制度#对于提高药工水平和制药技艺#取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

学艺#0药材艺业1! 从传习内容看#近代昆明

中药业学徒学习的内容为0药材艺业1#表述简洁#

内容丰富)药材识别"检验"加工"制造"零售#甚至药

店经营管理等都包含其中! 具体到个人#徒弟所学

内容不仅有商业道德"商业簿记"商业文件"贩卖术"

商店组织管理"广告术"珠算"习字"商品"商业法规

等通用知识#而且有所在中药铺的特色工艺技术等

专门技艺! 师约柬未详列#实际传习各展其长#因铺

制宜#便于实施!

出师#效力 # 年! 近代昆明中药业规定了0满

师效力期1#可行性强! 清末 H 年的师约柬规定#学

F 年0满师之日再上功德银六钱方准外出帮工开

铺1#于师于徒都无济于事! "N#L 年起#药行师约改

为学 F 年再效力 # 年#仍在老师铺内! 双方均能接

受! 一些行业#如棉絮业#规定毕业之日上功德银并

备水酒谢师卒业*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档号)F#5"#5

H"<+#以示尊师! 相比之下#效力 # 年比谢师宴更

有利于技艺传授!

@<<小结

近代昆明药行师徒传习先于学校教育而起#发

端于民间#由药材行业自发的有组织的推行#持续实

施 FE 余年#形成了师约制度! 师约制度促进了药房

手工业向现代工厂化发展#起到了振兴药商的作用!

尤其在民国政府禁止中医药教育的情况下#昆明药

行的师徒传习制度#医药一体#凝聚和展示了中医药

从业人员坚定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从人

才"技术"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积累了教学经验#对

后来的师徒传习影响深远! 实践证明#药行师徒传

习是积极的#有显著成效的#是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

的有效形式#值得进一步挖掘#充实完善到当代的中

医药师承之中!

志谢!承蒙昆明市档案馆提供档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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