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暖暖，陽光從高樓的夾縫中探出頭來，灑進

臺北市五全里的永吉早市，小販和熟客你來我往，沒

有多餘的殺價聲，倒是點個頭、寒暄幾句的問候聲此

起彼落，濃濃的人情味和滿足的神情，同樣瀰漫在巷

子的老藥鋪中。

客語的「漢藥店」，就是中藥行。一進門就聞

到從白瓷藥罐和百草檜木藥櫃散發出來的中藥香，川

芎、當歸、川貝、淮山、紅棗、枸杞 . . . . . . 等藥材，

就像士兵一樣立正站好，漢方的歷史軌跡和智慧經驗

的傳承，就在小小的中藥鋪裡交集，每一股味道書寫

今生的名字，對應此生的使命，記憶裡的一日家常，

也許是四神湯的溫和，也許是十全大補湯的撫慰，一

帖一帖，在華燈初上的夜裡，療癒身心。

徐俊華準備著四神湯藥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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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帖漢藥，潤澤一日家常



中藥 我們的日常

一個婦人家騎著摩托車來買仙楂片，酸酸甜甜的滋味，是阿

婆拐小孫子吃藥的最佳利器，含上一片，再苦的藥都吞得下去；另

一個男性客人來買幫家人燉補的材料。「這些都是幾十年的老客人

了。」仁心藥行的老闆徐俊華說。

徐老闆的老家在新屋永安漁港附近，父親是幫人代耕的佃農，

他說：「沒有自己的田地，比貧戶還要苦。」家裡有六兄弟，什麼

田事都必須做，依舊吃不飽，小時候曾經看過叔公出外找尋青草，

四十年來 只做一個行業

可能是求知若渴的心情，徐老闆下定決心到臺北學一門功夫，剛好堂兄弟在中藥行當學

徒，介紹他到三重，7 點就要起床工作，從打掃、擦玻璃、認藥、洗藥的學徒生涯開始，沒

有客人也要自己找事做，看看哪些藥材不夠，要切、要炒，幾乎忙到晚上 11 點，不斷累積

自己對中藥材的基本認識，走這一行沒有偏方，就是扎扎實實的訓練。他說：「工很多，老

一輩的更辛苦，用腳踩著切刀的兩端磨粉，再用篩子過篩，如果太粗，還要繼續磨，簡單的

藥材花上半小時是很平常的事。」

當兵前後，徐老闆總共在兩間中藥行工作 10 年，分別為「存德」和「純德」藥行，民

國 77 年接手現在的中藥行，取名「仁心藥行」，似乎頗有傳承意味，心中「存」有「純」

良的「德」性，仁心濟世。為何選擇中藥行做為職業？他回憶 40 年前的往事，「遇到了就

遇到了，沒有想太多，至今只做過這一個行業」。

徐俊華與妻子梁淑惠一起配製四神湯，

互相配合著彼此、一起在仁心藥行走過

幾十個年頭。

徐俊華依照客人拿的藥方抓藥，

並以算盤計算斤兩及價錢。

幫人濕敷過幾次，沒想到皮膚病就好了，那

時徐老闆的哥哥問，可否傳授給他？叔公

說，等他們長大再說，後來叔公離開人世，

藥方當然就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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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炊生依舊用傳統方式

——以藥秤秤量枸杞。

姜炊生準備著四物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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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炊生：「客家人肯熬肯做，才待

得下來。」

附近另外一位老家同樣來自新屋，現在

是在農業改良場附近 - 永好蔘藥行的姜炊生

老闆說：「做這途就做這途，從來毋識換過

別途。」民國 38 年次的姜老闆，從民國 61

年開業至今，正好 48 年。他形容：「因為

家庭環境的關係，耕田太辛苦，想說要出外

發展，客家人肯熬肯做，才待得下來。」國

中畢業，才 16、17 歲，跟著來自峨眉的師

傅，最早在林森北路康樂市場（現已拆除）

一帶落腳，在八德路住 1、2 年，以前五全

里屬於松山區，後來才改成信義區。

他拉出藥櫃的抽屜，說：「該央時做細

人工（半大不小的工人），都要用手工切，

甘草、桂枝 . . . . . .。」把參差不齊的藥材整

理好，也要仔細聽老闆的交代，勤快才能學

到真本事，也感慨「民國 60 年代很好做，

來買的都是老者居多，以前的人營養比較

差，等生活情況好轉，就比較注重保養，但

是民國 90 年之後，生意漸漸走下坡。」

中藥，幫姜老闆牽了紅線，在一旁幫忙

姜老闆的賢內助姜詹秀妹，來自新竹的新湖

口，哥哥在臺北汀州路開漢藥店，所以媒人

婆「介紹同行認識，姻緣一下子就講定了」。

一罐罐中藥材 蘊藏著一個個故事

像是博物館一樣的中藥行，每個玻璃

罐、方鐵罐、紙盒都有故事，姜老闆指著門

口的五彩龍骨，也就是古代哺乳動物，如象

類、犀類、牛類等大型動物的骨骼化石，他

說：「這麼大的龍骨很少見。」若將舌頭靠

近龍骨，馬上被吸住，有安神和收攝的效果。

姜老闆提到自己的保養祕方，基本款就

是高麗蔘，平時可含上一片，補充元氣，或

是磨成粉的西洋蔘，加上枸杞、黃耆泡茶，

或燉雞腿都行。他覺得老藥行的傳統包裝

「虎頭包」，比塑膠袋更好用、更環保，先

鋪上一層背後印有店名的正方形紙張，抓起

藥材，紙前後的對角對齊，一邊拉一邊抖，

讓藥材集中，往外摺兩道，右手輕輕剁一下

紙，右邊向內折，再換邊，不一會兒就完成

了，往桌上一放，封得好好的，不散不露。

他得意地說，店裡賣的都是上好的中藥材，

前兩天才幫人包好 80 包藥燉排骨的材料，

顧客都是一試傾心！

桃園新屋客家人，國中畢業即到臺北「從

做中學」，了解中藥的理論與實際應用，

23 歲開設「永好蔘藥行」，至今已 48

年。進門處保留客家人的奉茶文化以及

北剪（中藥器具）等老物件，充滿溫潤

的中藥味和人情味。

永好蔘藥行 姜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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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藥行供奉著從新豐請來的王爺，希望能保佑人們的健康。

桃園新屋客家人，年輕時到臺北學習中

藥材辨識等知識，經過長時間努力，於

民國 77 年，因緣際會下，在五全里永

吉市場旁開設「仁心藥行」，對於此地

有著深厚感情的他，也擔任巡守隊志工，

負責守護里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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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的中藥行

用時間維繫與居民的情感

仁心藥行的徐老闆對於提高自己的免疫

力也頗有心得，他的祕方就是每天走路 40

分鐘到 1 小時，速度比平時走路稍快，他是

五全里巡守隊星期四的巡守隊員，一邊走，

一邊維護社區安全。他笑著說，受到很多一

家三代的老客人照顧，看著第二代從幼兒

園、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結婚以後，

又牽著第三代小孩來光顧，前幾天遇到一位太太，徐老闆問她女兒在哪裡上班？她說到一間

上市公司，臉上洋溢著得意的神情 . . . . . .。用時間堆疊起來的情感，如家人般守護從小到大的

健康，就跟他在藥鋪裡奉祀一尊從新豐請來的王爺神像，希望護佑眾生平安的道理是一樣的。

五全里的吳秀好里長，提到 6 千多位里民，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客籍居民，可能跟靠近松

山車站、早期的鐵路局宿舍、菸酒公賣局的松山菸廠（現轉型為松山文創園區）有關，50 年

前，許多老家在苗栗的鐵路局基層員工在此工作，然後又推薦鄉親過來，逐漸形成五金行、

理髮店、乾洗店等客籍居民的人際脈絡。熱心的吳里長，發揮了穿針引線的里長本色，與里

內 89 個志工互相合作，讓老店鋪可維持固定客源，讓金錢在社區裡流動，這也算發揮某部分

「地產地銷」的價值。

數十年來，仁心及永好兩家中藥行，甚至其他附近的老藥鋪，秉持著「要學技術，就要

比別人更吃苦耐勞」的決心，在臺北生根立業，但是如何回到生活面，將漢藥與年輕族群的

距離感拉近，轉化其文化內涵，調配一帖時代的藥方，讓漢方走入日常，轉身成具有美食魅

力的人氣藥膳，或是發展牙粉、保養品、藥浴包、防蚊包等相關產品，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而然接觸古老的漢方智慧，或是利用充滿歷史感的空間，發揮漢藥的價值，說個有味道

的故事，找回中藥行的元氣與活力。

五全里 里長 吳秀好

來自高雄的吳里長，擔任臺北市信義

區五全里的里長將近 20 年，強調用

心、細心、真心、熱心、貼心的「五

心級」服務，推動志工隊、老人共餐

等，全方位照顧里民的身心健康，積

極為里民爭取權益、盡心盡力將之打

造為互助互信的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