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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新主张新主张

■ 黄海

“同仁堂”作为中医药行业的翘楚，355年
传承下来的精华得到了无数消费者的认可。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
物力”，简称“两个必不敢”，始见于《同仁堂药
目叙》，是同仁堂人恪守至今的古训，彰显的是
一代代同仁堂人高度自律、精益求精的职业操
守。

同仁堂数百年来一直有师带徒的传统，首
届北京大工匠、非遗传承人“于葆墀”就曾向老
药工刘荫霖学习中药炮制。近年来，同仁堂还
启动首席技师工作室建设工作，充分发挥高技
能人才在传承和创新技艺技能中的引领示范
作用，传承文化、传承技艺、传承人品，为企业
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人才保证。截至目前，同
仁堂集团旗下的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仁堂股份）已经建立起涉及中药炮
制、中药鉴别、传统制剂等不同领域的10个工
作室。在每一期的师徒教学中，师傅们都制订
详细的教学方案和阶段性目标，将丰富的工作
经验和技艺传授给徒弟们。

2013年，同仁堂股份成立于葆墀中药炮制
首席技师工作室，培养中药炮制人才。学习中
药炮制，徒弟们第一年要学会辨认200种药材，
辨别其产地、规格、等级，熟悉药性、药效，第二
年要学习现场实践操作，第三年是实践操作+总
结。“天天学、经常考”成为徒弟们的学习日常。
吕建媛、陈振会跟随于葆墀反复锤炼，如今已经
成长为同仁堂股份中药炮制领域的核心人物。

于葆墀退休后，吕建媛接过师傅的接力
棒，成为中药炮制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2021年成为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振会成
为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仁牛黄清
心丸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

不负芳华 中药炮制领域绽放巾帼风采

吕建媛言谈举止中尽显温婉与谦逊，26年
的工作经历让她对同仁堂产生了极为深厚的
感情，同仁堂“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初心使
命更让她倍感自豪。谈起自己的工作感受，吕
建媛首先表达的是对同仁堂股份的感恩之情，
感谢公司为基层员工提供了发挥自身价值的
舞台，自己唯有珍惜并加倍热爱工作才能更好
地回报公司、回馈社会。

说起日常的工作，吕建媛感慨万千，称前
处理工作不仅是脑力活儿，也是个体力活儿，
每天面对待处理的中药材原料，要仔细辨别、

分类整理各种根茎、树皮、叶子、果实等，根据
生产需要，再按计划逐一加工。原药日处理量
通常都在上万公斤，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
投入到20多个工序、50多种加工方法当中。
吕建媛特别强调的是，他们每一道工序都会严
格把关，下工序要为上工序负责把关，若有一
道工序没有衔接好就会影响后续所有环节。

吕建媛说，在选料方面，同仁堂遵循古训和
清宫制药标准，采用“采其地、用其时”和“上等、
纯洁、地道”的药材，确保了选料、投料一流。就
拿人参来讲，同仁堂要求人参在使用时必须去
除芦头（人参在地面上残留根茎的凸起部分 是
人参较为坚硬的部分）。而人参原料采购进厂
时已经是干燥状态，握在手中质感较为坚硬，去
除芦头需要人工，借助特定的工具，一个一个用
力掰除。此番操作虽然增加了工作量和人工成
本，也增加了原料成本，但同仁堂的“两个必不
敢”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谈到传承，吕建媛认为企业发展主要靠
人才，不仅需要管理者，还要有懂技术的专业

人才。355年来，同仁堂的技艺没有断档主要
归功于师徒传承，以老带新是同仁堂发展过程
中亘古不变的传承模式，师傅们从来都是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言谈间，吕建媛眼含热泪，她
感慨的不仅是老师傅们对同仁堂的深厚感情，
更是世世代代同仁堂技艺传承人对中医药事
业的热爱和奉献。

退伍不褪色 平凡岗位谱新篇

同仁堂（股份）三级大工匠陈振会，身姿挺
拔，身着一套藏蓝色工作服，虽有些褪色，但干
净整洁。他手里拿着两张文稿，打开一看，竟
然是笔者提前表达过想了解的一些问题，让人
感受到了陈振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陈振会1996年底从部队退伍，他说看好
同仁堂的老字号品牌，也受到企业文化的吸
引，1997年被招聘分配到同仁堂前处理车间，
从事中药炮制工作。他说自己不是学习中药
专业的，但非常想在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企业
作出贡献，既然有机会融入，就必须把握机

遇。他在保证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利用
中午休息时间向老师傅请教。1998年他首次
得到拜师学习的机会，在众多老师傅的集体教
学中，对中药炮制、中药学、中药化学等专业知
识进行了系统学习。陈振会说，中药的博大精
深让他意识到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2013
年，经过选拔，陈振会与另外7人成为于葆墀的
第三批徒弟，经过3年的学习，勤奋刻苦的他成
为同仁堂股份的技术骨干。

对于中药炮制的难度，陈振会强调，只要“用
心”就一定能学好做好，自己从中药“小白”到非
遗传承人，主要得益于同仁堂股份日渐完善的师
徒传承制度。2017年5月，工作表现突出的陈振
会被同仁堂股份前处理分厂聘为技师传承导师，
先后收徒4期，共计11人，传授包括同仁牛黄清
心丸在内的多种传统中药炮制知识与技艺。

谈起炮制方法，陈振会侃侃而谈。他说，
同仁堂的“两个必不敢”充分体现在炮制环
节。他举例胆南星的炮制方法，整个过程需要
82~92天，这期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要

求，容不得丝毫懈怠。另外，陈振会还提到黄
连去毛的操作亦能体现同仁堂对炮制的高标
准严要求。“毛”是指黄连的须根，同仁堂安宫
牛黄丸中使用的黄连必须要“去毛”，因为原料
药的干燥质地，操作人员必须把握适当的力度
和角度，小心地削去这些须根，力度大了或者
角度不对，会削到黄连的主体，造成浪费。力
度小了，去毛就不成功。而去毛的炮制环节正
是为了有效提高药材的净度、增强疗效。

陈振会还自豪地表达了身为同仁堂人具
备的诚信精神，称“两个必不敢”是同仁堂企业
文化的精髓。作为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同仁牛黄清心丸传统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他始终秉承同仁堂古训，将其作
为行为准则，不忘制药初心、牢记救人使命，20
多年来时刻保持着对中医药事业的敬畏和热
爱，砥砺前行。

传承中创新 老字号不断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同仁堂股份开展了多项工作积蓄
企业发展内力，在药材质量品质管理上真抓实
干，积极探索炮制过程对药效、安全性等的影
响，科学解读、修订炮制标准；提升风险管理意
识，针对伪劣品、非法使用生长调节剂、安全性
指标等进行药材标准修订；加强检测能力建
设，成立耗材保供小组、加强供应商筛选强化
检验过程管理，缩短药材检验周期；开展检验
技能培训，合理调配检验资源，不断优化检验
流程，为同仁堂药材品质管理保驾护航。

同仁堂坚守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初心
使命，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公司对人才的重视
和培养让员工产生了强烈的企业归属感，激励
员工更愿意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责任。吕建媛
和陈振会仅仅是他们众多一线员工中的代表，
在中医药政策持续发力的今天，对品质要求不
断提升的同仁堂正迈着高质量发展步伐，努力
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和康复、传染病防治
和卫生应急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 药 炮 制 背 后 的 故 事中 药 炮 制 背 后 的 故 事
——访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前处理分厂吕建媛、陈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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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高琳

在互联网上，我最爱看明星孩子的故事了。
原因很简单，明星本身的形象可能有工作室的包
装，甚至刻意的伪装。但是他们的孩子，往往能折
射出这个明星更本质的样子。最近伊能静的儿子
恩利让很多人对伊能静“路转粉”。

伊能静成了“互联网妈妈”

大家谈起恩利，总是能想到他之前一些有争
议的话题。比如他一个男生却经常和朋友分享化
妆教程、穿搭技巧。再比如他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以“化浓妆、穿女装”的形象出现，之前在海边拍的
一组女装照，更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种和传
统社会认知不符的男性形象，让恩利屡次陷入争
议之中。质疑的声音，不仅仅让他关闭了社交账

号，好事者还冲到了伊能静的评论区，请她“管好
你家的孩子”。

而恩利受到的非议，远远不只是对他穿着打
扮的攻击。作为“星二代”的恩利，一直备受媒体
关注。再加上父母在他小时候早早离婚，原生家
庭“不幸”的标签，一直被媒体紧紧贴在他的身
上。但是最近恩利在接受一次街头采访之后，彻
底扭转了大家对他的一贯印象。

在采访中，恩利不仅没有避讳，反而很大方地
谈起因为女装引起的争议：“在此澄清，我是男生，
我平时都是穿男装的。”而且他还能从历史的角
度来讨论尝试穿女装这件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你要知道，哪些东西是先天的，比如说我自己有的
男性直觉、女性直觉，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生下来
之后，社会赐予给我们的。”“如果你看十几世纪的
法国，拿破仑、路易十六，他们全部都是戴假发、穿

高跟鞋，但男生那样子是帅的，那
怎么到了现在就变成不一样了？”

后来，他还专门录了一期视
频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其中金
句频出，圈粉无数。比如：“（和妈
妈）吵架是健康的事情。吵完了
还知道彼此爱着对方，这很重
要。但记得吵完要说对不起。”聊
到身上的负面评价，他看得很淡，
觉得“我唯一最确信的是我自己
版本的”。

这些表达，让大家突然意识
到，22岁的恩利并不是一个因为
家庭不幸而自暴自弃的怪咖，而
是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的成年人。视频一出，网友纷
纷表示，这是他们在娱乐圈见过
的最清爽、最不油腻的男孩子。
对恩利的好感，瞬间又回馈到了

伊能静身上。
网友纷纷表示，伊能静太会教小孩了，应该给

东亚父母专门开个育儿课。一时间，伊能静突然
母凭子贵，成了“互联网妈妈”。

允许孩子做自己

我觉得，大家对伊能静的态度之所以有180
度的转变，是因为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伊能静母子
之间的关系，太令人羡慕了！

恩利这种有个性的孩子，一般家长肯定都会
感到头疼。而恩利和伊能静天天暴露在聚光灯
下，教育的压力肯定比一般人更大。那她是怎么
做到，能让恩利成长得如此清爽，双方关系还那么
融洽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伊能静的育儿方
法，那就是——她允许恩利做自己。

当然，伊能静也不是天然的完美妈妈，是儿子
给了她做好妈妈的机会：比如在上学的时候，恩利
特别想要一个智能手机。伊能静第一反应是：“要
这个有什么用啊？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有。”而恩
利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没有哭闹，而是很认真地
和伊能静讲道理：“我的未来你没有去过，你不要
用你以前四十年的经验，来告诉我未来是什么样
子。”

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伊能静在节目中说道：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和恩利穿上同一双鞋子，走他
眼前的路，感受这双鞋子是松还是紧。我没有干
涉的权利。”

这样的心态，也让这对母子之后的关系充满
了松弛感。

在恩利因为穿女装事件引发争议后，他第一

时间联系了伊能静，问她：“我会不会影响到你的
工作？要不要关掉社交平台，不再发布任何动态
……”伊能静的回复是：“你不需要承担来自于父
母职业带给你的任何东西。大不了我就不做这个
行业了，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让孩子做自己”，如果单独拿出来说，就像
“让孩子自信”一样，是一句平庸的废话。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东亚父母，很
难做到“让孩子做自己”？

父母不能给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儿子Aiden今年夏天要回北京实习。还
没回来，我妈就开始念叨：“这男孩子留那么长的
头发，别人看了像什么样？等他回来马上剪了！”

我心想：我儿子都快20岁了，为啥还揪着他
的头发长短不放？但其实，这就是很多中国父母
最真实的反应。

别说男孩穿女装了，哪怕留长发或者是稍微
穿点个性的衣服，都会激起父母的强烈反对。在
很多中国父母眼里，比起孩子的想法，别人的眼光
更重要。而这些年的教练工作更让我充分地意识
到：父母之所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因为他们从
没体会过，真正做自己是什么感受。更扎心的是，
他们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在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过程中，都被要求按照
一个固定的公式去生活：好好读书、找个稳定的好
工作、嫁个好老公。

不是说这一套公式不对，我们很多人也是这
样过来的。但它也让很多人只会按照社会的期待
去活，很难真正做一回自己。

就像我们在教练认证课上经常讲的：教练不
能给客户自己没有的东西。同样的，未曾做过自
己的父母，也很难让孩子真正做自己。当然必须
承认，伊能静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她能让恩利做自己，肯定也来自于她的财富、
家庭和明星身份带来的底气，无论恩利怎么样，她
都有能力为他兜底。而作为普通人，尤其自己这
一辈子都活得很紧绷的“70后”“80后”，很多时候
也不是不想让孩子做自己，而是不敢。即便如此，
为亲子关系增加点儿松弛感，还是有方法能做到
的。

为亲子关系带来松弛感的方法

首先，可有可无的小事，少说，不说。
说实话，最开始对儿子留长发这件事，我也是

有些不爽的，后来慢慢也看习惯了。但我能忍住
不说是因为——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说教，是有
配额的。如果你事无巨细，每件事情都唠叨他，久
而久之，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听不进去了。

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和父母之间一条隐形
的链条。在一次又一次的唠叨中，链条会慢慢被
磨薄、磨断……所以像头发长短这种鸡毛蒜皮的
小事，我不说，我要把我有限的配额留在重要的大
事上再说。

第二，在重要选择上，为孩子当一面镜子。
最容易在亲子关系中制造紧张感的，是孩子

选择了一些在父母看来很“出格”的选项。
别说是恩利那种“出格”的造型了，哪怕是不

去读热门专业、不去做所谓体面的工作，父母们都
会如临大敌。做父母的，毕竟是被社会“毒打”过
的，知道这些事情大概率没有孩子想象的那么简
单。家长生怕孩子踩坑，一担心、一紧张，往往就
控制不住，开始说教、唠叨。

那么该怎么办呢？去年夏天，我和儿子聊起
大学毕业后做什么？他说考虑当一个时尚评论博
主。作为家长听到这个，你脑子里第一反应是不
是：“这哪儿能养活人啊？”况且我好歹也做了这么
多年自媒体，知道这条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
单。但我没有炸毛，而是说：“挺好啊！不过，你知
道吗？自由职业比打工上班要更难，你很有勇气，
选择了一条更难而不是更容易的一条路。如果这
是你想要的，没问题，妈妈支持你！”

孩子在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对于社会的认知，
多少是片面的。与其担心孩子，逼他去选择你认
为正确的道路，不如像教练一样，去当一面镜子，
如实地告诉孩子，他的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再让
他自己做出选择。只有这样，他才会学会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

第三，尽早让孩子接受社会的“毒打”。
当然了，很多时候，孩子会认为你说的那些都

是你的偏见。他们也不一定会听。没关系，让他
们尽早接受社会的“毒打”吧！

今年夏天，我儿子的实习项目就是和他爸爸
在上海、北京各做一场青少年双语演讲夏令营。
我跟他说：“你想凭自己的本事赚钱，很好！但是，
你用我的流量做广告，我要收你50%的平台费。”

他大为不解地问：“为什么？！”我正好借此机
会给他科普了知识付费的商业闭环是怎么实现
的。当然，有句话是我嘴上没说，但在心里说的：

“孩子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白来的，一切都
得靠自己争取。”

有一本书叫《园丁与木匠》，我觉得书名本身，
就点破了亲子关系中松弛感的来源。

有松弛感的亲子关系不是不干涉，而是把孩
子当作一棵有自己生命力的树一样，适当修剪，引
导他向阳而生。父母要做的就是：闭嘴，静待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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