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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中药店于1998年9月从海宁路960号迁至芷江西路355号

同时恢复原名——同葆元国药号。

开设于清光绪十(1884)年的青春中药店(原名同葆元国药

号)，1995年国内贸易部认证该店为“中华老字号”。



强华中药店

(原名朱三山堂

国药北号)，是

境内最大药店。

华中药店经扩大改装后，更名“强华国药号”

内贸易部认证该店为“中华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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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八”和“八、一三”两次战争浩动后

华界唯一幸存的红云中药店(原名天福堂国药号)。

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的云峰药店(原名张太和国药号)。



1939年开设的永强中药店

原名老庆余堂国药号，后改天吉堂国药号

抗战期间华界开设的新健中药店

(原名德心堂国药号，为两间平房店面)



泰山中药店

(原名叶泰山堂

国药号)，是原

老闸北唯一的一

家宁(波)帮药

店。

下为泰山中药店的营业店堂。



芷江中药店原为开封路保健=分号 前锋药品商店(原名东方药店)

药店(原同仁堂国药号)迁址改名。 是彭浦新村最老的药店。

1979年开业的延康中药店发扬

传统经营特色，开展多种服务项目。

阜丰参药店于1986年9月开业

是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家参药店。



闸北中药饮片

厂及其附设沪太药

店门面。

图为部份车间

生产情况。

图为1996年闸

北区商业委自会领

导赴该厂视察。



图为宝山路525

号闸北区中成药供

应站旧址。

图为阳泉路559

号1995年前所建成新

址。

图为该站新址

部分内仓情况。

嘲-__ ～
I

_：：

一一

1ll■．

■●■●■lPl
_。。I。。帕I皤。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青春中药店于1998年9月从海宁路960号辽争芷江

函路455号，同时恢复原名——同葆元囝药号。

开设于清光绪十(1884)年的青春中药店(原名同葆元国药号)，

1995年国内贸易部认证该店为“中华老字号”。

强华中药店

(原名朱三山堂

国药北号)，是

境内最大药店。

1992年强华中药店经扩大改装后，更名“强华国药号”。

1995年国内贸易部认证该店为“中华老字号”。

经“一·--]k”和“八·一三”两次战争浩劫后，

华界唯一幸存的红云中药店(原名天福堂国药号)。

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的云峰药店(原名张太和国药号)。

1939年开设的永强中药店

(原名老庆余堂国药号，后改天吉堂国药号)

抗战期间华界开设的新健中药店

(原名德心堂国药号，为两问平方店面)

泰山中药店

(原名叶泰山堂国

药号)，是原老闸
北唯一的一家宁

(波)帮药店。

泰山中药店的营业店堂。

前锋药品商店(原名东方药店)，是彭清新村最老的药店。

阜丰参药店于1986年9月开业，是境内

规模最大的一家参药店。



芷江中药店原为开封路保健二分号药店(原同仁堂国药号)迁址改名。

1979年开业的延康中药店发扬传统经营特色，开展多种服务项目。

上为闸北中

药饮片厂及其附

设沪太药店门
面。

中为部份车
间生产情况。

下为1996

年闸北区商业委
员会领导赴该厂

视察。
上为宝山路

525号闸北区中

成药供应站旧
址。

中为阳泉路

559号1995年所
建成新址。

下为该站新

址部份内仓情
况。



序 言

祖国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数千年衍迸发展，形成为世界独特的“东

方医药学派”。它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和人类的健康延年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更好地

继承这一医药文化遗产，弄清境内行业历史发展轨迹，经五年辛勤劳作，搜集了大

量资料，编纂成《闸北区中药行业志》(简称《行业志》)。以资料翔实、门类齐全、

内容丰富、文字简朴，生动地记述了境内行业百年来历经风云变幻、兴衰起落。它

对行业广大从业人员，可以此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知兴衰而明得失，以起

资治作用：对年轻后代，可作一部历史教材，从中了解行业百余年来屡遭帝国主义

侵略战争浩动，行业惨受两次毁灭性打击，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和敬业思想，发挥现

实教化功能；对于研究行业历史者，《行业志》中的大量资料和信息则为宝贵的历史

证据，故有重要存史作用。因此，《行业志》的编纂，实是一项“服务当代、功在后

世”的文化系统工程，既具有历史意义，又有教育意义，还可为推动行业物质和精

神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以助行业继续走向繁荣兴旺，为国民经济增长，为人类

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潘文喜



凡 例

l、闸北区中药行业志(下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思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为准绳，坚持

求实存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记述境内行业的历史和现状，

以翔实、准确、系统、可靠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使子

孙后代探求行业历史有籍可稽。

2、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市档案案馆、图书馆、工商联、卫生局、药材公司

和闸北区档案馆、图书馆、工商联、佳博药业经营公司等单位的档案管室。计查阅

有关案卷1100余卷、，书籍50余册、报刊3万余份。共摘录资料i000余条，约60

余万字。

3、本志共分八章三十八节，计13万字，按《上海市闸北区志》行文规定，以

语体文论述，力求严谨真实，朴实无华，简洁明了，连贯流畅。

4、全志除序言、凡例外，分概述、大事记、章节目、人物传和图表、照片等部

份。概述为全志之纲，纵览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体裁，它贯串全业历史，是

全志之经；章节目分门别类、横排竖写，按详今略古原则要求，重点记述境内开辟

租界后，行业发展变化、兴衰起落情况，是全志之伟，也是全志主体部份。

5、本志记述范围：门类不限，有事则记，取大舍小，去粗存精，避繁就简。记

述时限：上自境内行业起端，下迄1995年，大事记记至1998年搁笔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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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区中药行业大事记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

上海中药业同业集资在南市4、南门药局弄修建药皇庙。

清成丰元年(1851年)

童涵春堂等18家大型药店组成同业行会“和义堂’，

清同治元年(1862年)

上海参燕同业先进王一斋发起，创立参业公所(‘‘思义堂’’)于里成瓜街，采

用司年司月制，公举殷实同业，逐年逐月轮流主持所务。

清光绪三年(1877年)

上海药材批发商集资在南市里成瓜街组织行会——药业公所。经营‘‘水客’’的

加入“喻义堂”，经营“拆兑”的加入“衷义堂”。

清光绪十年(1884年)

境内海宁路960号同葆元(现青春中药店)国药号开业。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

福建北路147号泰生堂国药号开业。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4日)，上海北市老闸大街坐西朝东石库门，秦鹤寿药铺

开业。

同年，上海参燕业自建公所于里咸瓜街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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