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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医协同发展与中华医药传承的
关系——基于近代厦门老药铺数量

和分布的考证＊

郑 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老字号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8）

摘 要：以厦门地区为例，根据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对民国时期厦门老药铺数量、分布特点进行还原、梳

理考证和分析，然后通过对其中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店”进行案例分析以对中华医药老字号的长寿秘诀进行探

索。结果表明，中西医协同发展是近代厦门三家医药老字号传承发展的重要原因，长寿老药铺的经营发展往往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新发展，这为今天的中华医药老字号振兴提供了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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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医药局在《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中医药发展更加包容开放。中西医相互取长

补短，建立长效可持续中西医协同发展机制”的发展目

标。究竟中西医协同发展在中国传统医药振兴中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该如何处理中西医协同发展与中

国民族药业传承之间的关系呢？笔者拟以民国时期厦

门地区的老药铺调查分析为例，通过历史发展的角度，

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华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

影响提出一孔之见，也为今天的中华医药老字号振兴

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1 民国时期厦门地区中西医协同发展的背景介绍

早在清代，厦门已是闽南药材、药品的集散地。康

熙22年（1684年），施琅请设海关，对海味鱼、燕窝、鲍鱼

以及160多种粗草药材如冰片、人参、熊胆、鹿茸、牛黄

等征税，关税收入高达十万五千两，占全省一半多，可见

当年厦门药材贸易的兴旺发达[1]。1843年，五口通商，

厦门开埠，本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民国时期，厦门

的医药产业已比较繁荣。一方面，厦门地处北纬约24°
位置，气候湿热，蚊虫多，在现代医药尚不成熟的年代，

痛风、感冒、胃肠疾病等均可能危及健康，所以厦门家

庭多有备药的习俗，几乎家家都有专门的药柜，储备各

色药材，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在南洋生根的众多

华侨往返于厦门与南洋之间往往也要购买携带家乡的

药材。这就为民国时期厦门的医药产业提供了非常好

的商机。除了传统民族医药，以19世纪中期美国教会

在鼓浪屿创办第一家西方医院为开端，西医也在厦门

得到传播和发展，并与当地中医相互学习、融合发展。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档案资料保存手段落后，

今天已很难对民国时期的厦门地区中西医协同发展情

况获取具体、准确的信息了。因此，笔者尝试以厦门地

区医药老字号研究为突破口，根据民国时期的文献记

载，对民国时期厦门老药铺数量、分布特点进行还原、

梳理考证和分析，然后通过对其中传承至今的“百年老

店”进行案例分析以对中华医药业的传承发展秘诀进

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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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民国时期厦门的医药老字号的调查分析与案例

考证

2.1 民国时期厦门医药老字号的数量与分布特点

本文研究的厦门医药老字号的资料来自民国二十

一年（1932）出版的《厦门工商业大观》（后文简称为《大

观》）。根据《大观》中列出的商号名称和街巷座落，可

知民国时期厦门共有 229家药铺登记在册，由于年代

久远书页破损导致有 4家药铺无法辨认，最终获取到

的原始数据总计为 225家药铺，他们分布在厦门的 68
条街巷。这些老药铺的业态及位置统计如表1所示。

通过表 1中老药铺数量的统计分析，民国时期厦

门地区的药铺第一街应当是位于大同路，这里云集了

16家参茸燕桂行、12家中药店、4家药房。药业规模上

仅次于大同路的是思明南路和开元路，这两条街巷上

的药铺也颇具规模，老药铺数量分别是15家和19家。

然后是中山路、镇邦路，虽然规模不及前面三条街，但

是在中山路、镇邦路上的老药铺却以西药店为主，因此

它们是近代厦门打破传统中医垄断地位以及中西医协

同发展的主要街区。表2是民国时期厦门的药铺最集

中的五条街巷的商号分布情况一览。

在《厦门工商业大观》所列出的四种类型的药铺

中，药材房这一业态并未出现在五条主要街巷上 [2]。

这可能是由于药材房的进货、运输都需要集中，因而具

有显著的产业集群特点。从表一可以看出，民国时期

的药材房基本集中在横竹路、恒胜街、庙后街一带，因

此可以推定民国时期的药材房产业集群位于如今的人

和路附近＊＊＊。如今的厦门人和路，已经变成了台湾小

吃一条街[3]。

2.2 对厦门地区三家长寿医药老字号的考证与分析

翻看民国时期的厦门老药铺，当时的 225家老药

铺中绝大多数今天已经消失。然而也有一些当年的老

字号仍然存活至今。其中资料相对完整、发展脉落清

晰的老药铺经笔者考证更是凤毛麟角。表3是笔者梳

理的三家传承至今的老药铺的传承故事和发展现状。

表 3表明长寿医药老字号的发展规律：三家存续

至今的老药铺在当时都有自己的核心产品从而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品牌认知，如今他们都选择了连锁经营

的模式适应今天的发展。

万记药店是厦门唯一一家医药行业的中华老字

号——光华大药房的前身。1932年的《厦门工商业大

观》记载，“中药店：万记，中山路二四二号。中医林枝

表1 民国时期厦门225家药铺的业态及位置统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街名

车轱辘

晨光路

磁街

大史巷

大同路

公园南路

关刀河

恒胜街

横竹路

金新街

局口街

开元路

龙头街

庙后街

民国路

参茸燕桂行

0
0
0
1
16
0
0
0
6
0
0
3
0
5
0

中药店

4
3
4
0

12
2
2
0
1
6
2

15
1
0
3

药材房

0
0
1
1
0
0
0
3
2
0
0
0
0
4
0

药房

0
0
0
0
4
0
0
0
0
0
0
1
1
0
0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街名

乔巷街

厦禾路

水仙路

思明北路

思明东路

思明南路

亭仔下

溪岸路

霞溪仔

镇邦路

中华路

中街

中山路

竹树脚

其他*

参茸燕桂行

0
0
0
0
0
0
2
0
0
0
0
6
1
0
1

中药店

2
6
5
5
4

14
0
7
2
0
5
0
5
1

31

药材房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2

药房

0
0
0
0
0
1
0
0
0
8
0
0
9
0
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厦门工商业大观》统计整理[2]

*“其他”包括打铁街、打锡箔、打棕街、大桥头、大人宫、和凤宫、灵惠宫、石浔街、市仔街、涂崎、外教场、新路头、玄妙宫、养真宫、永安街等在内共

37条厦门街巷，药铺在这些街巷属于零星的分布，故合并进行统计。

＊＊＊ 参见人和路之释义，横竹路、恒胜街、庙后街均为人和路的路段旧称。《厦门市地名志》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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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而在 1947年《厦门大观》“国药业调查”栏目中的

记载却是：“商号万记，负责人林锦康。店址中山路一二

一号。”[4]经笔者考证，林枝藩正是林锦康的父亲＊＊＊＊。

从发展历程上看，万记在民国时期经历过店铺搬迁（由

中山路二四二号改到一二一号）、父子传承，至解放后

公私合营，如今又走上了连锁经营发展之路。

最典型的当属屈臣氏，屈臣氏是英国商人在厦门

设立最早的两家药房之一[5]。图 1是民国时期屈臣氏

药房在报纸刊登的一则广告，可以看出当时的屈臣氏

药房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经营策略。1937年日本侵

华屈臣氏停止了中国大陆的业务，1963年被李嘉诚收

购改组，1989年重新回到中国大陆，其经营范围以由

表2 厦门药铺最集中的五条街巷的商号统计一览表

大同路

参茸燕桂行(16家)
一大、中原、元昌、光大、同益、

同丰、志昌、留春阁、启南、真

德、裕泰、瑞芳、新南隆、福昌、

丰盛、裕兴

中药店(12家)
大同春、天德、元春、延禧、林仁

志、长寿堂、宏济、益生、恭安

堂、万安、寿同人、刘永生

药房(4家)
大同、同昌、年丰、民国

开元路

参茸燕桂行(3家)
南丰、万泰、丽华劝业

中药店(15家)
安裕、天生堂、天一和、仁安、仁

和堂、吉林堂、百花林、杏林堂、

吕杏春、良善堂、退补斋、惠仁、

瑞生堂、源美、广生堂

药房(1家)
真真

思明南路

参茸燕桂行(0家)

中药店(14家)
天水、永和、杏春、同春、同心

斋、和协堂、瑞源、广福堂、广芝

林、广济、宝山、辉德堂、养志、

济生堂

药房(1家)
洛神

中山路

参茸燕桂行(1家)
太白山

中药店(5家)
元昌、万记、福同春、广

德春、怀德居

药房(9家)
三德、中法、中和盛、五

洲、白记、共和、南方、

益世、章永顺

镇邦路

参茸燕桂行(0家)

中药店(0家)

药房(8家)
中国、六和堂、东方、屈

臣氏、会丰、闽南、福

建、汉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厦门工商业大观》中所记录商号统计整理

表3 怀德居、万记、屈臣氏的商号发展简明表

老药铺商号

怀德居

万记

屈臣氏

知名产品

惊风散

胃散

蒸馏水

药铺典故

据传，由河南人郭斐然和陈裕记共同开设于

港仔口（如今的镇邦路），药铺取名“怀德

居”，并议定股权十份，郭斐然占六股，陈裕

记占四股；

是厦门市最古老的药铺，创设于明嘉靖年

间，距今已有460多年历史。

万记药店是光华大药房的前身，创立于1928
年前。1956年公私合营后，归中国药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公司管辖。1966年7月，万记

药店改名光华药店。

创办于1853年，是福建最早的西药房；1937
年日本侵华，屈臣氏停止了中国大陆业务；

1963年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收

购屈臣氏公司。

现状

上世纪50年代，药店大多实行公私合营，怀德居、寿生堂、高峰

药房、一贴灵等药铺一起并入厦门中药厂。2000年，“怀德居”

引进新股东鹭燕医药有限公司，更名“怀德居统一药房”，设有

镇邦分店、鑫明分店、禾祥分店、厦禾分店、莲岳分店、滨北分

店6家分店。

2002年与15家零售药店组建厦门光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2010年被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收购，更名为福建

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2011年，获“中华老字号”，至今仍保

留“光华大药房”字号。

1989年屈臣氏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第一家大陆个人用品商店

在北京开业，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办超过3 000家门

店，成为家喻户晓的个人用品第一连锁品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史资料整理制作

＊＊＊＊ 作者根据《厦门日报》1952年 2月 21日第二版读者来信一文确认林枝藩、林锦康系父子关系，林枝藩医师在万记工作的时间超过 20年

（1932—1952），但1947年的《厦门大观》可以证明，儿子林锦康在1947年前已经接班成为万记的负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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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延伸到个人护理用品、保健品和食品等，门店超过

3 000家。今天我们在厦门街头随处可见的屈臣氏店

铺跟 1932年开设在镇邦路的屈臣氏西药房早已不是

一回事，然而也正是这种彻底的变革让屈臣氏这个品

牌在今天再创辉煌。

可见，老药铺永续经营的秘诀在于品牌价值创造

和经营模式创新，以往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墨守陈

规的经营观念终究不敌时代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而终

将成为过去式。

3 对民族医药传承与现代化的总结与思考

3.1 西医西药的传播推动了近代民族医药业的现代化

在笔者研究的民国时期厦门地区的225家老药铺

中，有参茸燕桂行 41家、中药店 142家，药材房 15家，

药店（西医）27家，西药店占比仅为12.0%，可见想见当

时中医在整个医药行业中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尽管如

此，现代西方医药在民国时期也已进入厦门传播发展

并逐渐推动了中国民族医药业的现代化。西方医学的

传播打破了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中西医学的

碰撞、交流与互补促成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根

据《厦门工商史事》的记载：厦门有西医西药的出现，是

从 19世纪中期美国教会在鼓浪屿创办的一家医院开

始的。有一位厦门人叫罗正卿的在这家外国人办的医

院当学徒，跟一位美国医师学习医术，研究西医学。学

成之后，约于1883年间就在本市廿四崎脚自己开设一

家“寿仁堂”药房兼门诊。从此，罗正卿便成为厦门有

数的中国西医。“寿仁堂”的问世，为厦门西医西药的发

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6]。由于当时的西医规模较小

且不为国人熟悉，西医西药只能在小范围市场抱团取

暖、集中发展，例如在镇邦路上经营的8家西药店。西

医西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局部开始，进而逐渐打破

中医的垄断地位，推动了我国中西医结合药店的发展

和民族医药业的现代化。比如民国时期在厦门的中山

路上便出现了5家中药店与9家西药店共同发展、相互

竞争的局面。就中医传承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山路上

这 5家中药店表现最为出色，其中就有万记和怀德居

这2家鼎鼎大名的医药老字号。

3.2 中西医相互竞争与学习借鉴是民族医药业传承的

关键

今天，笔者在《大观》中看到的 225家民国时期老

药铺中的大多数已经销声匿迹。在 68条街巷的老药

铺中，被厦门文史界所认同的三家存续下来的厦门老

药铺当时全部座落在中山路和镇邦路，万记、怀德居这

2家中药店恰好是位于中山路上的 5家中药店中的 2
家，而屈臣氏根据笔者的考证应当是镇邦路上面向中

山路的“街角店”＊＊＊＊＊。这表明在中西医有相互竞争

和学习交流的区位，如中山路，医药老字号传承的成功

概率增加了。同时，中西医间的相互学习借鉴也影响

了近代西药房在中国的经营发展。据笔者考证，近代

厦门中山路、镇邦路上的许多西药房在当时就已经采

取了中西医结合的经营策略，兼顾中西灵药、相互取长

补短，如中法、五洲、屈臣氏等。可见，中西医相互竞争

与学习借鉴在近代中国医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

常关键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继焦（2017）认为：“老字号”企

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持续发展，需要

图1 民国时期厦门屈臣氏老药铺在报纸刊登的广告

资料来源：厦门岛美街屈臣氏老药房广告.[N]民钟日报，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5日），第3版。

＊＊＊＊＊ 在 1932年《厦门工商业大观》中对屈臣氏药房的记录是镇邦路。根据《厦门市地名志》（P273）：“镇邦路为南北走向，由中山路至大同

路。岛美街（路头）、镇邦街、木屐街、港仔口（路头）均其路段旧称。”结合图1，民国时期屈臣氏老药房广告中所述“岛美街”的座落，可

以推出屈臣氏极可能是选址在镇邦路并向中山路开口的一家街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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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打造独具个性的

企业文化并依此引导企业发展。如果刻板地遵循传统

工艺的制作方法和炮制技术，医药类“老字号”企业将

会丧失发展活力，很快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淘汰，传统技

艺也将变成对传统的“记忆”[7]。

笔者赞同张继焦研究员的观点。结合三家传承至

今的医药老字号的发展案例，本文认为中西医协同发

展对中国民族医药传承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促进作

用。民国时期厦门的中山路上最早出现了中西医相互

竞争、互相学习的格局，而近一百年来中山路上的老药

铺传承发展的成功率也是最高的。虽说社会的发展可

能存在着某些偶然性，本文的研究似乎仍缺乏“很硬”

的证据来证明中西医协同发展与中华医药业传承的因

果关系，但是今天的屈臣氏西药房，以及中药店中的万

记（光华大药房）和怀德居的发展路径无疑说明转型升

级、与时俱进对于中华医药业传承发展的重要性。例

如，屈臣氏因为李嘉诚先生的收购和现代化营运今天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个人用品第一连锁品牌；其次，

医药老字号长寿基因还包括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具

有良好的消费基础和品牌知名度；最后是要想做成百

年老店中华医药产业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父子传承、代

代守业的发展观念，与时俱进地引入现代化的资本运

作和连锁经营模式，创新才是医药产业中华老字号焕

发光彩的关键。民族医药老字号的价值在“老”，出路

在“新”。

3.3 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应当有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

中国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药铺老字号是这些历

史的亲历者。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厦门老药铺的研究我

们能够对当年的药铺数量、类型、街巷分布特点以及中

西医协同发展和民族医药传承的关系形成更深层的了

解。今天，我们再次回顾医药老字号传承发展的“厦

门”故事，可以从中感受到近代西医西药的传播虽然给

传统中药产业带来了竞争和挑战，但是中医药业也因

包容并蓄、与西医相互取长补短而得以传承发展。因

此，本文对民国时期老药铺调查分析的最重要结论是：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不能靠固守原有的传统东西而不学习借鉴

西方医药。民族医药事业的振兴需要有“厦庇五洲客，

门纳万倾涛”的开放包容心态＊＊＊＊＊＊。在传统中医药

现代化事业中我们应当建立长效可持续的中西医协同

发展机制，把中西医并重方针落到实处，通过中、西医

相互取长补短，促进今后的民族医药事业的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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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Better Inheri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ase Studies of Xiamen Historical Drug Stores in the 1930 s

Zheng Yan

(Xiamen City University Time-honored Brands Research Center, Xiamen 361008, China)

＊＊＊＊＊＊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以“厦庇五洲客，门纳万倾涛”评价厦门自古是通商裕国

的口岸和开放合作的门户，喻意开放包容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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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scattering features of drug stores in Xiamen during ROC period. During the 1930 s, some
drug stores in Xiamen survived by adopting new ideas of management, which is still important for today  s drug store
running. We suggested that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Chinese medical heritages today.
Keywords: Traditional medicine, historical brands, heritage, ROC period, drug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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