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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福建省医药志

编纂委员会和福州市医药志编纂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福州

药材站在1987年5月成立《福州中药商业志》编纂领导小组和

编纂办公室，着手编纂记载福州中药行业发展的第一部志书。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又是历史名城，中药行业的历史悠

久，自汉代起为南药进口的重要口岸和集散地，据《闽二侈》记

载，后唐历代闽王都把在国际贸易中得来的进口香药进贡王

朝其中就有降真香．豆蔻．沉香等药材，发展至明清鼎盛时期，

进口药材有木香，降真香，松香，丁香，西洋参、犀角、燕

窝等几十种，至今令人遥想商贾云集，舟船浩荡熙熙攘攘的繁

忙交易装卸场面。福州市药行药店由来已久，地方裨史《闺

都别记》有鼓楼前闽王时期安铺药店之传说，史籍中有宋代

“和济局”、。惠民药局”之记。但是，由于历史陈因，中

药行业并不受重视，尽管地方史志卷帙浩繁，记述纵横，但

所辑中药行业事寥若晨星，更无专门史志存世。

于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雷视中药事业的发展，

为发扬光大传统，将中药行业志列入修史大典，实为中药行业

之幸事，药业同仁莫不欢欣鼓舞，勇跃投身于修志工作。尽管

年代久远，资料乏匮．但盛世之年，长者老者心情舒畅，论古

谈今，欢声乐道，提供史实，各专业人员查档寻据，收集资

料，纂写人员勤勤恳恳，编，修，删，写，去伪存真，集众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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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此集区域性、行业性，思想性、资料性子一炉的志书，

力图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为福州中药行业增添重要一

页，为促进中药事业发展，振兴福州作出一分贡献。

编纂志书，是一项长期无止限的工作，编志修史，对于借

鉴历史，总结教训，记载进程、指导未来，都具仃十分现实

和伟大的意父，愿药业同仁共同努力，发掘史料，记载现

实，把祖幽光辉的l{1药史世世代代传扬下去。

林继铭萨支铀



凡

一、本志片j语体文，记述体，客观叙述事实，记述福州

市中药行业的演变，过程。

． 二，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体例撰写，以福州中药行业的

董产，经营管理活动为分类依据，以年代沿革为叙事线索．·
三，本志分为志、记，图、表、录，志以叙事为本志主

体：记以纪年简述大事；幽以形象，标地理，列机构及有关

记实照片；表以存数记载统计数据。
‘

四、本志编写年限上溯自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F

限至1990年。遵循详今略古原则，重点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州I中药行

业的发展．本志书中建国前后，解放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五、本志书中凡遇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等均以当

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名称注明

今地。

六、本志使用的资料来自原福州医药站，福州工商联，

市委档案馆、省药材公司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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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83年

章帝建初八年，福州已发现从交趾七郡(今越南)转运进

京的贡品中有龙涎香、松香，丁香等香料，此为有史记载的

福州最早的中药材进口情况．

925年

五代闽王年间，鼓楼前就有开设药店售药，名为。安铺。

中药店。 。

1790盔

乾隆庚戍年，浙江人张氏在南街(今8l 7北路)开设。回

舂”药嗣，后改名“回春”药店，为福州最有名药店之一．

1893焦

光绪十九年，“元昌”药店在油巷下(今隆平路)开业．

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广芝林”药店在油巷下(今隆平路)开

业． ．

1901钲

光绪二十七年， 。瑞回春”药店在鼓西路开业。

1911经

宣统三年，“寿宜春”、。同仁”药店分别在南门兜(今

817北路)、中亭路(今817南路)开业。
i914年

民国三年， 。生生”， 。葆寿林”药店在鼓西路开业．

1915年

民国四年，国药业。同业公会。成立，徐建禧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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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 。寿春林。

民国九年， “寿凹春”

16l臼年

药店在中藤路开业．

1920年

药店在大庙路开业．

1921年

民国十年，。恒春”、。六芝”，4恒心”．。长生裕’药

店分别在南后街．横街(今817中路)、洋洽街．上藤路开业．
1922证

民国十一年， “裕春康”药店在延平路开业。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益寿”药店在观井路开业．

1926年

民国十五年，。生春”、。大安”、。诚济”，“德康”

药店分别在鼓西路、上藤路，南街(今817北路)，琼东路

开业．

1928年

民国十七年，4同春”，。祥康”，。寿芝春”药店分别

在鼓楼前(今817北路)，鼓西路，下藤路开业．

1929年

民国十八年，”永安”、“咸康”，“祥安”药店分别在

中平路、下杭路，自鹭岭开业．

1930年

民国十九年，“福来春”，“福宜春”

别在南街(今817北路)，国货路开业。
1931年

民国二十年，。资生堂”，。十安9，

别在洲边土地庙，三保街、中藤路开业。

，。同寿”药店分

“福记义”药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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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正

民国二十一年，“天一”、“久和”、“祥安”药店分别在

大桥头(今817南路)中选路，洋中路开业．

同年，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工会，?同仁”药店老板蒋荣

惠不满工会为职．T Jjn薪，借故殴打学徒，全市国药业工人为

此商店闭门罢工停业二天，工人甩沥青涂刷“同仁”药店招

牌，此为福州市国药业首次工运活动， 、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福春”、 “恒安春”药店分别在北大

路、鼓楼前(今8 17北路)开业． ，

1935焦

民国二十四年， “雾康”、“延寿”、 “恒济”、。福

康”，“恒康”药店分别在北大路、国货路、中亭路(今

817南路)义洲，仓前路开业．

同年，中药业同业公会集方制成统一的“丸散簿”出版

从此，福州市的丸，散，丹、膏有了统一的处方配制标准。

1936正

民国二十五年， “资春”，“回生林”、“天寿堂”，

。四省”、。百龄”、 “六经”、 “回元”，“太和堂”药

店分别在西洪路、南街(今817北路)、中亭路(今817南路)

吉祥山(今817中路)、三保街、自马桥．中藤路开业。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祥春”、“豫昌”药店分别在后洋里，

延平路开业．

1938焦

民国二十七年，“寿安康”，“达仁堂”， “德和生“，

“福寿。， “福康-药店分别在后街，南街(今817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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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嘴、观井路、上渡路开业．
‘

1939年 、

民国二十八年，。福回春”，“华安”药店分别在沃门路、

上藤路开业。

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益回春”、“大生春”，“同安“，

。葆大”、 。同吉”药店分别在鼓西路，南街(今817北

路)、河口嘴，大庙路，延平路开业． ·

1941年

民国三十年，“福康钦”、。宜和仁。药店分别在塔头街、

琼东路开业。

同年三月，日寇入侵，福州第一次沦陷，国药业一片萧

条，许多药店如。广芝林”、 。元昌。等关门停业，老板逃

离福州．

同年，长乐人陈幼鸿来榕在上杭路开设。中孚”药行．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同康’、“和昌“、 “永昌福。药店分

别在江中路、三保街、横街(今817中路)开业。
1945证

民国三十四年， 4资康”、。长春”、 “建昌”，“万

安”、“民康”，“庆寿”、“和生余”、。寿康”药店分

别在南门兜(今817北路)、琼东路，瀛州、隆平路，排尾

街、横街(今817中路)下藤路开业． ，

1946正

民国三十五年，。宏安”，“万寿”，“长生”，“资寿

林”、“庆寿堂”、。太乙”、“永平”，“建春”药店分

别在北大路、鼓西路，琼东路、南街(今817北路)，台江路、

了．



中平路、三保街，下藤路开业。

1947年

， 民国三十六年， 。太记”、。兴春”、。一安”、 。广

济”， “天吉”药店分别在东街路、津门路、排尾，中亭街

(今817南路)，福德路(今817中路)开业。

1948钜

民国三十七年，“仁寿”、“老寿康”、“回安”，“长

生正”， “来安”、“增寿”、“平安”、 “回生”、“和

济”，“康济”．“资寿”，“太安”药店分别在东大路，

。台江路．瀛州，玉环路、达江路、茶亭(今817中路)、达

道路、观井路、下藤路，菖蒲挡开业．

同年，四省药店因业主阮蒙钦强制收房引起双方械斗造

成停业，中亭街(今817南路)交通阻塞三天． ．

1949钜

． 民国三十八年， “民生”， “六和”、 。中平”、 4南

山”、“万山”、“陆经”、“祥济”药店分别在南后街，

台江路_美打道，台江路、嘏州里、仓前路开业。

同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药材业获得

新生．

1950年

“大昌”，。怡丰”药行在上杭路开业．

同年，以王孝辉、郑松涛，林良才、陈友水、李贤涛为

首筹备并成立福州市国药业工会，有会员634人．

同年，中西药工会合并成立福州市药业工会选举王孝

辉，张贞波为正副主席．

同年，四省药店学徒林金如，同仁药店职工李品山参加

特务组织被逮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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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I钷

1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对国药业进行重估财产．

1952焦

2月，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南较场(今五一广场)

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上点名“元昌”、。广芝林”、

。回省”， 。天一”四家药店为重点检查户，中药业“五

反”运动就此展开．

同年下半年，福州市土产公司第一批发部开始兼营中药。

、 1954年 一

1月2013，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回安药店工人潘大

龙被炸死．

同年，福州市土产公司在下杭路第二批发部设立药材专

柜。抽调原从私人药店转业到保险公司工作的陈长霖、谢奎

壁同志返回本行业负责经营中药业务。

同年12月，福州市土产公司设立药材批发部，地址在下杭

路原德发京果行内，主任钟铭策。

1955年

1月23日，福州市土产公司成立筹备组，筹备成立福州

市药材公司．

4月，福州市药材公司成立地址在吉祥山(今817中路)．

8月1目，福州市药材公司更名福建省供销合作社中药

材管理处福州批发站，隶属省供销社领导。-

I 1月至12月间由市委财贸部、市总工会在洋中新村举办

公私合营骨干学习班(先后二期)，抽调职工参加学习，有部

分同志直接参加私改工作．

1956正

1月，中药行业开展全行业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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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四省药店因炒五香粉存放在木板上引起火灾，后

堂全部烧毁。

5月，企业改名福州市药材公司，隶属福州市商业局领

导．

9月，福9、l,l市药材公司迁往中平路原嘉宾菜馆内办公。
． 1957年 ．

下半年，公司开展反右派斗争，错划右派分子三人，至

1978年全部平反。

9月末，福州市药材公司迁往下杭路42号(即现址)办公。
． 1958矩 。

1月，由市药材公司分辟出，成立福建省药材公司福州

批发站，地址在仓山观井路。

3月25日，组建成立福建省福州药材种植试验场，抽调

职]L100余人参加劳动，场址在新店上赤桥八一水库西侧。

4月，把各家药店后堂作坊集中起来，组建饮片加工场，

统一加工饮片，场址在隆平路原广芝林店内。 ．

5月，把分散在5家药店生产丸，散，丹，膏的作坊集

中起来，组建丸散加工场，场址在咸康药店后面，产、品由批

发部包销。 ， ，

6月，企业改由市卫生局领导。

8月，福州药材站同市药材公司合并在仓山观井路办公。

10月，省人民医院中医研究昕提炼药生产组同丸散加工

场、饮片加工场合并成立站属人民制药厂，

1959年
’

．

2月，福州药材站和福州市医药公司合并，企业改称福

州医药采购供应站，地址在下杭路。

4月，福州医药站同供应区各县医药公司联合组成药材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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