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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故  事

不计报酬献秘方

1922 年，曲焕章全家从玉溪通海迁往

昆明南强街开店制药销售。在一家人的努力

下，事业蒸蒸日上。曲焕章对百宝丹反复验

证，研制出“一药化三丹一子”的配方，即

“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

丹”和“保险子”，使百宝丹产品更加完善，

疗效更加显著。1928 年，“百宝丹”批量

瓶装上市，在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设代

销点，“百宝丹”名扬海内外。1931 年至

1934 年间，曲焕章将药房从南强街迁往金

碧路，更名为“曲焕章大药房”，开始规模

化生产销售“百宝丹”，曲家的医药事业再

攀高峰。 

1937 年 9 月，滇军 60 军奉命开赴抗日

前线，曲焕章带着家人和药房伙计，把 3 万

瓶“百宝丹”无偿赠予这支抗日军队。“有

人算过，按当时的市价，3 万瓶‘百宝丹’

是一笔巨款。但在外寇侵略的现实面前，曾

祖父深明大义、不计报酬，这种无私奉献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曲氏的骄傲，值得后人传承

发扬。”曲艳青说。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1938 年，国民党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焦易堂向曲焕章发出邀请，让他到重庆出任

新成立的中央国医馆馆长，想套取“百宝丹”

配方。“出发前，曾祖父可能有预感，还对

爷爷作了交代。谁知这一去真的没能回来。

因拒绝交出‘百宝丹’秘方，曾祖父被软禁，

于当年 8 月在重庆不幸辞世，时年 58 岁。”

曲艳青说。

曲焕章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缪兰

英和长子曲万增继续经营药房。但因国内经

济萧条，生意举步维艰。后来，在人民政府

的帮助下，药房得以继续经营。1955 年，

缪兰英和曲万增向人民政府献出“百宝丹”

秘方。据此献方由国家授权机关批准的专厂

使用“云南白药”品名定点生产，其处方、

工艺于 1956 年被列为国家保密范围的传统

医药。 

传承医者精神

身为医者，曲焕章对患者一视同仁，

在行医生涯中帮助过很多贫困群众，曲艳青

的爷爷和父亲亦如此。“我欲仁仁至矣，吾

谁欺欺天呼”是当年悬挂在曲焕章大药房门

口的对联，也是曲家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

真实写照。“这副对联是曲焕章家风家教的

经典语录，他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作出过巨

大贡献，不仅是赵官村的骄傲，也是玉溪的

骄傲。”曲焕章文化研究会会长曲新荣说。

2019 年，在曲姓宗亲的努力下，赵官

村建成曲焕章故居，并成立曲焕章文化研究

会，通过收集、整理大量文献及物品，旨在

还原一个真实的曲焕章。据曲新荣介绍，献

出秘方后，曲万增全家十余口人一直居住在

昆明市护国路。20 世纪 80 年代，曲万增父

子拒绝了国家的房产补偿。如今，曲艳青也

不计报酬，热心服务于曲焕章精神及白药文

化的传播。“这就是家风家教的影响力。”

曲新荣说。

 “关于曾祖父和白药的记述、说法等

存在一些歧义。作为后辈，我们有必要站出

来，把曾祖父的生平事迹讲清楚，发扬他爱

国救民的情怀，挖掘他吃苦耐劳、刻苦钻研

的匠人精神。”作为曲焕章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曲艳青与研究会成员致力于曲焕章历史

及社会价值的传承和保护，并通过出版物等

形式，传承发扬曲焕章制药的开创精神、行

医的高风亮节、为人的仗义疏财、处事的家

国情怀。“我们要像曾祖父一样，不计较利

益，潜心干事回报社会。”曲艳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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