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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资料歧集到编写修改，其』司、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盹期.

，早在 1962年初，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当

时丰海市医药公司与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合并〉根据中央辛商行

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t班拟定的《资毛主义经济社会主义

改造研究工作五年规划) (草案)，开始收集资料，编写了《上海私营

新药商业的发生、友是乓某萍乡主义改造川初稿〉上下编雨册。十
年文化太革命发生，这项工作被迫停额。 1979年 3月，上海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市医药公司协作，在上述书的基础上，重点

朴充了制药工业、医疗器械业、齿科器材业以及中药行业等的情

况，并在结构和体例上作了更动，改写与扩充为这本《上海近代百

药行业费>>，列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史丛书'之一。 1982年 10月

完成了初稿。全书由徐康明、孙穗祥、谈王林三同志编写，主要执

笔者补德祥。同时还有，周执中、马建民商同志协助撰写工作。

1986年5月，本书初稿经有关编写单位组织集体进一步审阅，

并曾由中华书局的刘德麟、李丹慧同志参加协助，提出修改意见，

由徐康明、钱中民、谈王林三同志重新编写，主要执笔者钱中民。

在多次补充调查宅后，对篇幅章节作了按大的增删调整，其中还重

行撰写了第五、六两章，增加了第七章专门介绍几家商店和工厂的

创设、发展和变化，第八章有关同业公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

本书全稿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徐新吾同志

初步审阅和修改。其中古代中医史并经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协助复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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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集这本书的有关资料，曾得到上海图书锥锋辈辈撞书馨、海

关、人民银街上海分智、止海市卫生局、华美药房、曼安毛五剥及第

E制药厂〈露科发药厂〉等单位的性助。这次重缝，又得到中菌医

药公司上海采揭供应站、上海市裆案结、上海市工商联等礼构提供
t 号

了大量的档案、图书和哥物。新豆、信谊王海苦、中华、中吉、第九

〈露通用药厂〉等药厂提供了厂史、黑片，一些制药业二医疗器棱业

和音辛辛辛f粹主主的原工商业者和从业人员提供了自也材料，借给了

自藏曲中外商药品经营自录。在此瑾一并致谱。

本善是初次系统整理，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知识有霞，经验不

是，琉漏和错误在济难免，敬希读者拉评、指歪。

丐乡毛
毛

飞,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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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上海西药行业是一个新兴的仔业，历史不诀。仄第一家外商

药房创世算起到194，9年9月，刷刷是100年z如果以国人自己创设的

药房算起，则仅仅有61年。

上海西药行业的历史尚无专书记载，在各近代史著作中也介

绍较少，偶尔仅有片断的叙述。本书试菌从鸦片战争以后至建嚣

前夕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中结合政治经济形势，系统地摆述西药

行业的形成、发展和起伏变化， í卑得了解行业历史的全过程。

本书苦先简要地分绍了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军

中药的巨大贡献以及西医西药传入我国部概况。

鸦片战争~后，仔业的历史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一、鸦片战争后3m辛去革命(1840-1911年〉。叙述了行业从

无到有、发生发展的情况。从1843年开始到1911年，上海的外国

药离〈包括经营西药的洋行〉已达41家。 1888年，国人自设的第一

家药房诞生，至1911年，华商药房也有28家，西药仔业乃初步形

成。

二、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夕 0912-1936年〉。叙述了行

业的发展相民族制药工业的产生。这…时期，经过了第一段世界

大战和抵制外货的爱吕群众运动，行业得到较快发展。至1936年，

华商的药房和离药行巳达166家，而井离药房屋也有既增设，仨数

量、规模和速度均不及竿，窝。在上海西药市场上，华商已取得了钱

势。

三、拭目战争时期0937-1945年〉。叙述了在政治、经济形

. ] . 



势急骤变动中，西药行业的起快变化，以及适应这种情况的生产和

经营持点。在太平洋战争发生盾，药价不新上涨，西药的我提活动

开始抬头，而立业在进口颜临绝迹和市场需求下，得到了短时期的

发展。

四、抗战胜利后至建胃前夕(1945ι1949年〉。叙述了美货倾

销，救济物资和剩余物资大量涌入，美嚣西药充斥上海市场以及通

货恶性膨胀对中外药商带来的影响，特黠是常j药工业受到了沉重

打击。在新形势下西药商业的经营特点和走私、投机活动的猖獗。

本书还选介了少数较大的药E善和工厂，具体部析站们的创设、

发展和经营靖况，从横断面了解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并叙述了商

业公会在这一时期能组织和工作情况，肯定了员族工商业者在各

项活动中的作用。

上海西药行业的历史，使我们看到了旧中屡民族工商企业在

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于发展、变化的一些共同点，也了解它庆具有'

的行业特点和生产经营特点，更坚远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攻革

经济体制和开放搞活市场作出应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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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医药历史概况

第一节 中屋中药的巨大贡献

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用以保健治病的主要是中臣和

中药。中医中药知识是我国人民和医药专业工作者在长期的生产

劳动和与疾病作斗争中，经过极其广泛的无数次的反复实践创造

出来的。据甲骨文和古书记载，我国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

公元前1026年〉就有了汤药和药酒。西周时期〈公元前1027至公元

前771年〉已有专业的医生，"聚毒药I;.l供军事亏。〈薛愚主编《中国

药学史料事第19-2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7月膜。〉撞着

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和需要与自俱增，草本药物的来嚣也逐渐地自

采集自然生长发展到人工栽培，并函植物性药物发展到从动物和

矿物中提取葫品。.药物应用的经验与知识目趋丰富，菇传播这些

知识的方式也由最旱的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春秋战望时

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中医中药的理论体系己初步形成.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它是

中医的病理学、针灸学、诊新〈切踪)学的基础。名医扇鹊著 q在

经)，用人体挥部来陪明珠理和病理，是切踪治挠的创始人。关于

中药的记载，在周秦时期，就己散见于一些书籍， 4;诗经F所载药物

即有100余种， (山海经E也记载有各类药物120余种。西汉时，中药

学〈本草〉揭发展已具雏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串书中，记载的

药物己达二百四十余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较完备的，

• 3 • 



中药学著作f神农本草经~，它也是世界上最早而有系统的一部药

物学。这本书除了载有药物365种外，并总结了西汉以前千年来人

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用药经验，肯定了有关使用药物方面的一些基

本规律，奠定了我国药物学的基?!1i

汉魏之间，名医华倍〈约145-'必8年〉用"麻沸散"作全身麻醉，

以进行剖腰治疗和刮疮等，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麻醉药进行

外科手术的记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麻醉药的药物家和用麻

醉药施行外科手术的医学家。以后张仲景〈约150-219年〉著《伤

寒杂病论h记载了许多宝贵的医疗经验， 挖出了包括理4方、药的

-整套埃治原则，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中国

医药学刷科学前进了一大步。自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经

过很多医药家的不断实践、总绪，中医和中药都有不断先展。隋代

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问总结了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集第五世纪

以前病候大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内容丰富、系统元善的病因病

理学专著。在中药方面，公元659年唐朝政府组织出版了 4新修本

草h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撰颁布的药典。还先后出现了

4神农本草经集注川南北朝宋陶弘景著〉、 《证类本草叫北宋唐慎微

撰)等重要著作以及我国古代食品营养和食品治疗学均专著《食疗

本草)(唐孟洗著)。由于临症各科和本草学的发展，促进了调制刘

学的发展，晋葛洪的 《肘后备急方》、唐孙思边的 《备急千金要方入%

《千金翼方》和王杰的《外台秘要》等都是很有价值的综合性著作。

还有了方剂专著，宋代政府召集名医编ú.立 在圣济总录》收载药方近

2万个，大大推动了成药的发展。 (EiZA主编 《中国主j学史料>> 238 

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炼丹术， 经过几百年的实践， 积累了

化学知识和操作技术，对制药，比学的友展有一定贡献。公元479年

〈南北朝刘宋)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制药专书 《雷公炮炙论》 。

明代至活代中叶@ 中医中药又有 了进一步友说。明代李时珍

(15 1-8-1593字) 历时30年，参考文ikt800多种，并JIt各地调查，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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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态度总结艾我国人民丰富的用药经验和药铀知识，编著4在草纲

- 目，。全书载药189♀种， 绘图 1000多幅，收方1万多个，并将药物作

了科学分类，不仅丰富丁我国药物学的内容，币，且奠定了植物学的

基础。以后清代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又增加了新药716种，至

此，中国药物书籍所载的药物已达2600种之多。

中国医药在公元400年四前 〈南北朝)就传入朝鲜。公元541年

我国曾派医师赴朝鲜。 554年朝鲜医生把中国医学介绍至日本，据

王吉民引沙屯氏的 《科学去初阶》说z"在562年他们带去中医书共

二十九种"。 至唐代v我国医药书籍和药物又传入越南、阿拉伯、印

度等国家。唐代高僧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宁国医药技术，日人尊

之为药玉。孙思边的《备急千金要方》及《于金翼方)，日本曾将某

列为医学生的教科书。《本草纲目 》先后被译成拉丁、日本、英、法、

德、俄、西等7种文字，在国外r-:为流传。 李时珍还被认为、是世界上

伟大的科学家之→。

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医、中药有着独蒋的理诠体系和丰富的治

疗方法，在整个友展过程中，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保健事业有

巨大贡献，是一份我们足以引为自豪的宝贵文化遗产。

2 第二节 中药 商业的历史发展

随着中医二中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扩大，中药商业也就产生

和发展起来了。 o {后汉书 ·逸民列传》 载: " 1悻康，……常采药名 山，

卖于长安市，但不二价，三十余年。"这是 史籍上有关中药商业的较

早记载。- 故后世把经营中药商业称为"科康事业"。到了唐代，中

药店不仅经营的药品种类很多， 而且有了行会性质的组织。 至宋

朝，又有了新的发展，首都东京〈泞京，今问南开封市〉有来自各地

的药材.官方设有"掌药局"、"御药院"等机构。王安石当政，按"市

i 易法;， í江政府控能好物购销。 1076年起!设的"卖药所"及其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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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罢药和弗i局'是最早由政府出资开办经营的药店和药厂。在唐

代，"仔"只限于城市，而宋代吕京都至捕县城镇，‘漓业的商店都经

成"离行气如商甫的禹县和商域都是较大的药衬市场。药苟的大

宗交易，常在庙会期间举行。河北省的梧州〈今安昌县〉和江西省

的棒稀镜，在历史上是我雷南北两处有名的药材芸萃之地2

萌清以来，中药提发业务越来越大，零彗药店越来越多，药物

种类也不断增加3 药店除出卖中药及配方外，自制丸、散、膏、丹，

在技术上也吕益精良。如北京的西鹤年堂药铺和山西太谷的广盛

号药铺，均创办于明嘉靖年阁(1522-1566年h广州的捺李济，创

办于清廉治七年0650年) ;苏判的雷允上涌芬堂老药铺，创办于清

康熙元年0662年h北京同仁堂创办于清康黑七年<1668年) ，都一

直开业到解放，有数百年历史。

上海在古代为滨海荒滩之埠。中药商业的发展较中原地区为

晚。南宋裙，上海地区的耳外贸易兴起，外商辐集，名为上海镇，设

市酷提举司及榷货场。在南宋的输入品中，即有来自离丽的人参、

药材和亲自南亚、商拉伯各国的药材。到了元代和晓代，上海地区

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290年〈元朝至元二十七年〉玫镇为

上海县，属松江府。 1656年〈清螺治十三年)清政府旗"禁海令霄，上

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一度陷于衰落。 1685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海禁

开鼓，设置海关，于是"海外百货俱集飞上海又臻繁盛，中药商业也

在此时始初具麓模。最早曲中药店是由伤科医生姜宾远于清康黑

七年0668年〉创设的"姜街泽堂药店"。。建虽茧的上海中药零售行

业章，载《药学通报》第21卷第3期， 1986年3月〉隐居陆续开设的有章

大亨、魏泰山、宋存德、国德生、空涵春〈后改为童涵春〉和任益手口等

20余家.这些药店大部分设在当时商业集中的小东门一带。公元

1796年后〈清嘉庆元年〉中药窍业集资在小南门药局弄蹄地重修药

王窟。公撞司年主持捐款、逢节聚会祭祀、议定药价、制订业巍、解

决聚讼纠纷等活动。这是上海中药业早期的行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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