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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逛“沈宝山”中医药博物馆，能从展
板上、藏品的说明等字里行间，得知不少这
家药店的历史。

沈宝山的创始人沈可田、第二代传人
沈潮增都来自宁波慈溪沈师桥，族人大多
外出经商，尤以从事中药行业为多。沈氏诗
书传家，沈宝山的历代掌门都身具文气，讲
规矩、会通融，颇有儒商风范，交往每多社
会名流。至今沿用匾额，上书“沈宝山”三个
大字，出于清末书法家唐驼之手。李叔同的
弟子、日本名著《皇汉医学》的翻译者周子
序，黄岩县首届中医公会的创立者牟允方
等人，都曾在药店里坐堂问诊。

在馆中，还存有一份民国时期的《黄岩
县城区施粥厂捐助款项芳名》，“沈宝山”之
名赫然在列，是沈潮增善举的凭证。其子沈
钦馥抗战时期，撰写了不少抗战诗文和对
中药改良的意见，也列在馆中。沈雷、沈江
两兄弟都好文艺、收藏，性格温和儒雅，有
先辈之风。

兄弟俩尤记得童年时沈宝山的种种做
法。一是如有客人远来未带足银钱，救命要
紧，先赊账给药，但派伙计随行，到家结账。
再如，夜间有人守店，门口处留一小窗，有
人急需购药，则从小窗交易，使老百姓全天
二十四小时都有药可用。

长辈务实不乏善意的安排，给沈氏兄
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回忆，在他们考证
后，既在博物馆的展板上做了记录，也将一
些传统真正继承下来，用于门店的运营。

2009年重新开张的沈宝山，夜晚依旧
可以看病购药；他们设立一服药三人抓的
制度，即一人抓药、一人拣药、一人检查，每
个环节上的店员也与从前一样配有印章；
前些年，沈宝山恢复了拜师收徒仪式，提出

“家文化”“圆桌文化”的概念；自清末开始，
沈宝山就有年底慰劳医生、员工的习惯，沈
宝山自2014年开始举办迎春晚会，一办就
是多年……

有些事上，沈氏兄弟也未拘泥于形式，
而是传承先人意志，在做法上创新。

沈宝山延续从前的制药特色，研发“沈
宝山”大补药、“沈宝山”凉茶、美容养颜膏、
八珍糕等药剂、膏药和糕点。

馆中所藏沈宝山自制中草药香包，从
清末保存至今，虽破旧断残，但仍难掩精致
典雅。近些年，沈宝山在香包制作上继承改
良，广受好评，屡屡获奖，让人看到这家老
店在中医药文化上的推陈出新。

他们又效仿前人，多行善举。沈宝山经
常开展义诊。每逢重阳节，沈宝山为黄岩福
利院的老人送上保健药品。新冠疫情期间，
连续一段时间，他们每天熬制并送出防疫
中药茶饮万余份送给一线防疫人员。

“今日沈宝山的种种，都可以从这座中
医药博物馆里找到因由。”沈雷说，“在黄岩
扎根、经营近一个半世纪，我想这家店传承
的精神，不仅是我们沈家的，更是所有黄岩
人的。”

沈雷提及，13年前沈宝山重新创业之
时，不少黄岩老百姓都表示支持，过程中更
获得了政府和工商界张建均等朋友的许多
帮助。开业当天，沈宝山药店人流如潮，此
后生意从未差过。兄弟俩准备办这个中医
药博物馆时，药店的故人、老员工及他们的
子女纷纷捐赠家中相关物件。

言至此处，沈雷眼眶湿润。他沉声说
道：“为了这份情谊，也要把这段共同的记
忆守好。”

有情沈宝山 ——一段博物馆里的中医药史，一个家族的百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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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陶子骞/文 李洲洋/摄
刀是从黄岩沙埠樟树下村寻回来的，放置于陈列柜中，虽有锈迹，仍不掩刀身、握

柄上的温润光泽，它的主人当初一定将其保养得很好。
这是一把用于中药切片的刀。历史上的沈宝山药店以炮制精良中药饮片而闻名，

店中自有功力深厚的“刀头”师傅坐镇。刀的主人叫章禹高，是民国时期沈宝山的“头
刀”之一，能将一个槟榔切成108片，片片薄如蝉翼。

逝水东流，刀与主人尽淹没于时光，只留下传说。刀其实还在，章禹高晚年带着爱
刀回乡，后代一直保存。直到前些年，沈宝山药店的沈氏后人听说此事，才将之“接”到
了这座“沈宝山”中医药博物馆。

与这把刀一同在馆内展出的，多是它当年的“老伙计”。医书、药方、文书、账册、制
药工具、盛药容器……这些五花八门的老物件，都与昔日沈宝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寄托着沈氏族人跨越142年的中医药情怀。

满屋近万件藏品，是历史也是记忆，勾勒出黄岩城里的一段百年往事。

沈宝山药店的新大楼终归还是坐落
在县前街附近。往西再走几步就是西街，
两条大街连成一线，早在清末就是黄岩
最繁华的地段。往北行，不远就是永宁
江，黄岩百姓依江而居，代代生衍。而翻
开黄岩的旧地图，不难发现，作为省级非
遗的沈宝山每个时代的店铺选址，从未
远离这片黄岩城的核心区域。

过去的百余年里，这家药铺离黄岩
人如此之近，几乎便是人们的“门前屋
后、街坊邻里”。黄岩人的买药、看病，始
终与之息息相关。

中医药博物馆就在新大楼里，门口
悬挂着一幅剪纸画，描述的是旧时沈宝
山药店前堂后院的忙碌场景。制药、煎
药、抓药、看病……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这是沈宝山第四代传人沈雷童年记
忆中的沈宝山。

2009年，几经沉浮的沈宝山迎来第
四次创业，沈雷和弟弟沈江、妹妹沈芳君
扛起大梁，重开沈宝山药店。沈雷又是浙
江有名的剪纸大师，他以最拿手的方式，
还原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画面。

“小时候，药店还在草巷口，我每天
起来，店里店外地跑，接触的就是沈宝山
的日常。”1948年生人的沈雷比新中国
尚长一岁，他经历了这家药店一半多的
时间，“那时就听父辈讲过去的事，谁知
道今天轮到我来讲了。”

带着记者穿梭馆中，指着件件藏品
介绍，沈雷有些像是自言自语。对他而
言，其中的不少物件，从他懂事起，即
陪伴于他身边，一不小心，就会勾起昔
日回忆。

进门的展柜摆放着《沈氏尊生书》和
清顺治年间刊印的《本草纲目》两部医
书，前者是传统中医丛书，后者讲药性，
皆为沈宝山前人于清末收藏。沈雷的爷
爷沈潮增、父亲沈钦馥都是药行学徒出
身，懂医识药。在沈雷记忆中，祖父常常
拾起草药，一望一闻，有时放到嘴中一嚼
一品，便能辨别品质优劣。沈雷从小背诵
汤头歌诀，本来若无意外，他和弟弟也会
走上学医道路。

在一块有些年月的瓦联旁，沈雷怔
怔出神。这是他“文革”期间偷偷藏起来
的“古董”，可惜另一块已毁。不远处张贴
着旧时的仿单，类似于当时的广告单，上
面介绍草药药性。父亲沈钦馥善书画，经
常自己设计仿单图案，沈雷年轻时也曾
参与创作。“这张的作者就是沈雷。”他本
人指着橱窗内一张仿单笑眯眯地说。

沈雷介绍，馆内的藏品，大多是家中
保留下来，有些则是他们一家人从四处
费尽心机搜寻而回。

“我们这一家子，都有着‘严重’的中
医药文化情结，尤其是我，年纪越大，睁
眼闭眼，就是小时候沈宝山的景况。”沈
雷解释说，“将这些旧物收集于此，也是

将自己的回忆妥帖安置。”
像这般以家族药店传
承为主的中医药博物

馆，即使放眼全
国 ，也 并 不

多见。

情结

一家药店，如何撑起一座博物馆？
看一看藏品，或能得出答案。
最能让来客与沈家兄弟产生共鸣的，可能要数昔

年沈宝山煎药的药罐。百余年里，沈宝山煎药所用皆
是山水，取自黄岩九峰山下的铁米筛井。该井建于北
宋，千年井水不竭，水质纯净甘美，至今仍有许多人到此
取水家用。

中医对煎药时的水质要求极高。民国时期，沈宝山第
二代传人沈潮增实地考察，定下以九峰山水煎药。同时又
以山水之作龟板胶、驴皮胶、鹿角胶等膏药，远销上海、杭
州、宁波等地。

沈江回忆，小时候沈宝山有一位牟先生专门负责煎
药，操作极为讲究，“他会小心在药罐口盖上一张滤网，再
以纸包住，用橡皮筋捆上。火候上的把控也很有学问，看
得很紧。药煎好后，会倒入具有内胆的保温瓶里……”如
今，沈宝山仍然使用九峰山水煎药。

因为对品质把控严格，沈宝山的中药素有“道地药
材”之称。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该店送展的茯苓、乌
药、南星等饮片，曾获得特等奖。杭州胡庆余药号经理俞
秀章称赞：“沈宝山饮片靠硬。”这些传说、旧事都反映出
当时的沈宝山规模颇大，行事讲究，管理井然有序。

馆中收藏的几块印章，也可作为印证。还是沈潮增在
时立的规矩：出售饮片的柜台设有 6人，有“松、鹤、长、
春、吉、庆”六枚印章为各人的代号，如有差错，凭印章追
究责任。同时店堂卖药两人配套，一人配药，一人校对。可
见当时沈宝山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溯源和分工制度。

沈宝山之名，取的是“品质为宝，信誉如山”之意。除
了“品质”，沈宝山对于“信誉”的重视亦可从藏品中一窥。

馆内珍藏的一枚银元，上印“沈宝山”三字。沈雷介
绍，这是因为民国后期银元质量参差不齐，沈潮增借鉴
钱庄的验币模式，在店中设立鉴币岗位，对收取的成色
好、分量优的银元盖上本店墨戳。这样的做法，一来是
方便店内点存，二来方便继续流通。这也意味着，盖
上墨戳的银元，有了沈宝山以多年信誉背书，可使老
百姓放心使用。

史海浮沉，不过百年光景，银元大多已不存于
世，又因长者离世，几乎被人遗忘。直到 2019年，
这枚银元重现，这段前尘又一次被沈氏后人翻查
出来。

“我常想，为何沈宝山能走到今天？”沈雷抚
着展示柜悠悠说道，“现今从这些老物件的来
由上看，唯有当传能传者，才有底气经历时间
的考验。”

旧物

新传

更多新鲜资讯
下载“台州新闻APP”

更多新鲜资讯
下载“台州新闻APP”

扫一扫
观看精彩视频

20世纪90年代，第三代传人沈钦馥与
第四代传人沈雷在沈宝山老店门前合影。沈宝山民国时期的一把切药刀沈宝山民国时期的一把切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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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沈宝山抓药仍有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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