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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岭南地处中国南部沿海，是著名的南药主要集散地和口岸、中成药生产基地，中药业史历史发展悠久。该文通过

整理不同时代岭南中药业（药材、饮片、中成药、中药铺）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发现岭南药业起源于秦代，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开始

缓慢发展，唐宋到元代出现了民营药店，明代出现医药商品生产，清代中药业达到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出现了中药业现代经济

形态。梳理岭南中药业发展史，理清其发展脉络，对于岭南中药业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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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nan，locating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is a major distribution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imported southern medicine. It is also a well-known patent medicine production base and

a foreign trade port. This paper collected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industry of Lingnan in different times，including Chinese herbs，decoction pieces，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TCM shops. TCM industry of Lingnan originated from the Qin dynasty，and began to develop slowly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drugstores appeared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Yuan dynasty，and pharmaceutical commodity production appeare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TCM industry reached its peak in Qing dynasty，and the modern economic form of the TC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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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e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CM industry of Lingnan to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larity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Key words］ Ling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Chinese herbs； decoction piece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herbal medicine shop；development history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

岭、萌渚岭、越城岭）以南地区，古为百越之地。现

岭南地区的核心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学界习

惯把广东称谓为“岭南”。故明清以后尤其近代和

当代的岭南医药学相关研究主要指的是广东省。

岭南气候、风土、物类等自然条件与中原不同，同时

人的体质、生活习惯、疾病、生产活动等人文与经济

条件亦不尽相同，这些条件因素的长期组合联系形

成了独特的岭南中医药学。岭南中医药学与中原

中医药学一脉相承，其是中医药学在岭南独特地理

气候条件和人群体质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

变通与运用的产物。关于岭南中药业史相关报道

较少，仅有的报道也仅仅限于中成药、厂店史［1-2］。

纵观典籍，岭南中药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秦代，

经历了启蒙、发展、繁荣、鼎盛和规模化精细分工的

不同阶段，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流派，出现一些

名优中药产业及很多家喻户晓的老字号药业，故本

文拟通过对岭南药材、饮片、成药、药铺（药店药厂）
等中药业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为岭南特

色中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文献和历史依据。

1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589

年）
据光绪《广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

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

赐以金璧值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

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可见早在

秦代，罗浮山就有人采药治病［3］。证实岭南地区中

药业的历史可以追随到秦代（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前 207 年），至少已有两千余年。1983 年广州市象岗

山西汉第二代南越王（逝于公元前 122 年）墓的出土

文物中发现有药物（雄黄、硫磺、紫石晶、绿松石、赭

石等五色药物、羚羊角等），捣药工具（铜臼、铜杵、

铁杵等），银盒（盛有半盒药丸）以及药饼［4］。说明西

汉时期岭南已经出现了中药丸剂等成药形式。

东晋葛洪（公元 284—364 年），道教学者、著名

炼丹家、医药学家，曾在广东罗浮山修道炼丹，其著

作《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不少中成药剂型，如膏剂、

丸剂、锭剂、条剂、灸剂、饼剂等［5］。东晋时期（公元

317—420 年）在广州创建的海幅禅院（现广州海珠

区海幢寺旁）后有医僧问病售药，其产品对麻疹、热

疹、小儿热证发烧疗效极佳，珍稀难得，故称“金汁

水”，应该是岭南成药的最早记载［6］。综上分析，岭

南中药业起源于秦代，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已有应

用岭南特色药物资源行医治病的记载，除此之外，

矿物药的逐步应用、制药工具的多样化、中成药的

多种剂型，以及最早的岭南成药——金汁水的出

现，均见证了岭南药业的启蒙时期，为岭南药业的

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唐宋至元时期（公元 618—1368年）
唐代，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港

口，也是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唐大和上东征

传》记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回国路经广州时，看见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

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7］。五代前蜀李珣

所著《海药本草》收录了从海外（越南、柬埔寨、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拉伯地

区、欧洲和非洲东部地区）输入中国的药材和制剂，

如延胡索，郁金，丁香，胡椒，阿魏，沉香，龙脑香（冰

片），麒麟竭（血竭），诃梨勒（诃子），密陀僧，质汗，

底野迦（鸦片制剂），琥珀，无食子（丹宁制剂）等上

百种［8］。由此可见，广州的中药贸易活动早在 1 300

多年前的唐朝已经相当活跃。同时唐代政府开始

设置由岭南行政主管负责的海关官员“市舶使”和

外来商品交易区，并初步设定理论税收政策。据

《广东通志》载：“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

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

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番人谓二

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樯舶，比独樯得三分之

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

七年（643 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

香、白豆四色，并抽解一分”［9］。可见广州港口在当

时海外贸易已颇具规模，尤其是外来胡（香）药。

宋代，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突飞猛进，政府鼓励

到海外经商的政策，中国船只海上航路不断扩展，

海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广州地区中药商业已兴

盛，经营方式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行医、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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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三位一体的“医药合营”，也有药业管理的官办

机构，如惠济药局和惠民药局［6］。北宋毕仲衍所著

《中书备对》记载：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全宋有 3

个口岸向外商收购乳香，广州一处就购得 34.87 万

斤（1 斤=600 g，以宋朝度量衡制计），占进口总量的

98%［10］。《广东通志》载：“宋开宝四年（971 年），置市

舶司于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

（991 年）始立抽解二分。凡诸番之在南海者，并通

货，以金锡缗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

铁、鼍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番布、乌槾、苏木、

胡椒、香药等物。太宗置务于京师，诏诸番货至广

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9］。可见宋朝政府

开国之初便很重视外来商品贸易，不仅沿袭唐制设

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管理外来商舶，还规定

象牙、犀角、乳香、玳瑁等珍奇之物由官府垄断经

营，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和税收。

从元代（公元 1271—1368 年）起，广州就出现了

“成方”药店，将一些颇有通行的固有成方制备以待

客，如被称为药洲的成药店（现广州西湖路“药洲”

遗址）［6］。同时在元代积极推行官药局体制，如湖广

韶关府（今广东韶关市）开办惠民药局，不仅向社会

供应药品，还组织药材南北交流，扩大官药局职能

范围［11］。唐宋至元代的 700 余年，基于岭南尤其是

广州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岭南中药贸易趋于活

跃，极大地促进了外来药物的发展，并形成繁荣的

中外药物交流的商贸景象。政府也在该时期设立

机构对中药贸易进行管理，实行税收制度，如市舶

使、市舶司。同时期，药铺、医药合营的民间组织和

官办机构纷纷设立，并自元代开始出现成药店，即

现在药店的最初形式，药业体系初步建立并在不断

完善当中。

3 明代（公元 1368—1644年）
明代岭南出现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标

志之一便是药铺（店）和药号的广泛兴起。有史可

证的就有梁仲弘、何弘仁、陈李济和冯了性等老字

号，见表 1，制售的剂型主要有丸、散、膏、丹、茶、油、

酒等［12］。当时佛山地区成药作坊、厂店近百家，从

业人员逾千，品种近千个，以古方正药、炮制精良、

品种齐全、适应性广、疗效显著、价格低廉而颇负盛

名，佛山因而有“岭南成药发祥地”“广东成药之乡”

之称。现今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南洋、北美洲一带很

多传统的成药，都源于佛山。岭南特色剂型以蜡丸

名气为大，佛山商号多称之为“蜡丸馆”［12］。蜡壳药

丸具有独特的生产工艺，蜡壳是蜂蜡与木蜡混合铸

成的，药丸裹在其中，再用蜡密封。由于大多数中

药材中含有糖、淀粉、挥发油等成分，极易吸潮、霉

变或虫蛀，用蜡壳包裹，可保留百年而不变质。清

代《粤东笔记》记载：“南方草木入药者甚夥，市入制

丸裹蜡，俗称广丸，远方携用颇验”［13］。其中岭南成

药“鼻祖”梁仲弘的万应抱龙丸可称为皎皎者，据清

《广东新语》记载“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

珀之真也”［14］。

明代对于成药的原料饮片质量和炮制技术极

其重视，如陈李济广集古代固有成方、验方，秉承配

方严谨，选料上乘，且奉行“工艺虽繁，必不减其工；
品味虽多，必不减其物”的传统炮制宗旨。细究“选

料上乘”，如应用中药阴枝的就不用阳枝，应用根茎

的绝不用其茎叶。严格遵古炮制规范，如炮制鹿茸

末，必须选用东北枝茸，规定火燎去茸毛，这是因为

茸毛会引起咳嗽，须清除干净；生茸服后会拉肚子，

须开片后再用酒炖透。经过一系列独特加工炮制

才入药，使药物能发挥最佳效力［12］。

综上分析，明代的岭南中药业在规模和产品方

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医药商品生产手工业及商业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形成的著名老字号，

如梁仲弘蜡丸馆、陈李济、何弘仁、冯了性等，至今

仍被津津乐道。此外，还开发了具有独特工艺的剂

型——蜡壳药丸，经受了岭南地区易霉变、易虫蛀

的不良气候环境的考验。同时形成精良的饮片炮

制加工技术，使老字号及其产品流传至今，带动了

表 1 明代岭南著名老字号药业

Table 1 Famous indust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Lingnan region of Ming dynasty

创始时间

明万历元年（1573 年）
明万历二十七年（1600 年）

明万历三十七年（1610 年）
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

药业名称

梁仲弘蜡丸馆

陈李济

何弘仁药厂

冯了性

创始人

梁仲弘

陈体全、李升佐

何弘仁

冯了性

创始地

早市街（今佛山市福贤路）
双门底（今广州北京路）

广州珠光路旗杆巷

汾宁路一带（今佛山汾宁路）

主要产品及商标

万应抱龙丸

追风苏合丸、附子理中丸、宁坤丸、

乌鸡白凤丸

乌金眼药散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205



第 27 卷第 2 期
2021 年 1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7，No. 2

Jan. ，2021

岭南中药业的发展与繁荣。

4 清代（公元 1616—1911年）
清朝岭南药铺、成药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

大的发展，广州、佛山、香港、澳门等既是岭南药材

的主要集散地，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

口，中药商贾云集，商铺林立，贸易繁荣。清初有史

可证的成药就有顺德黄恒庵的乌金丸、佛山潘务本

的十香止痛丸。另据《参药行碑记》记载，清乾隆三

十二年（1767 年），仅在约 200 米的佛山豆豉巷中，就

有 27 家经营药业店铺［15］。此外，佛山畸岭街有药材

会馆，并形成了药材市场，发卖四川、广东道地药材

（高良姜、广陈皮、广藿香、广巴戟、砂仁、益智、沉

香、广地龙、金钱白花蛇等），贵重、大宗商品（龙涎

香、燕窝、鹿茸、沉香、桂皮、大黄、姜黄等）及成

药等［11］。

从康熙朝至宣统朝，广州、佛山地区先后成立

一大批民间药店、成药铺，仅有名号可考的就有近

百家，出售成药数百种，部分店铺详细资料见表 2，

此外还有梁昌和（1843 年），泰安药房（1882 年），春
寿堂（1886 年），橘香斋药店（1895 年），善德堂，邹家

园，罗广济，嘉宝栈（1902 年），广祯祥（1902 年），华
天宝（1908 年），必得胜药行（1910 年），敬和堂（1911

年）等［1-2，16］。当时这些药铺基本上是前店后厂式生

产成药的作坊，从药材的拣选、切铡、研磨、拌和至

制成药丸、丹、散等全过程，都是靠手工操作完成，

而每个小作坊都有其畅销的产品。尤其以明代首

创流传下来的各种蜡壳药丸声誉卓越，使这种古老

剂型历经沧桑而不断发展。

道光以来，广州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

业，逐步形成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即“南北”“西

土”“参茸”“生药”（商品药材）“生草药”（民间草医）
“药片”（饮片炮制）“熟药（成药制造）”“樽头（商业

零售）”共 8 个行业，各有不同的行头（行会）［17］，见表

3。行会既是一种联络沟通行业作用的民间组织，

又是征收商业税的官方代理机构。据统计，道光十

三年（1833 年）输进广州的药材有直隶（今河北）的
人参、枣子，山西的麝香，甘肃的水银、麝香，四川的

麝香，云南的麝香、槟榔，两湖（湖南、湖北）的大黄、

麝香、槟榔、蜂蜜，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等。

广 州 输 出 的 主 要 是 进 口 南 药（豆 蔻 、乳 香 、没

药等）［18］。

此外，还形成商业行会、会馆组织，见表 4，工会

组织如广州药片业职业工会、参茸桂蔻珠射冰片工

会、中药炮制配剂业职业工会、熟药丸散职工工会、

南北药材工会、生药业工会等［17］。香港药业铺户集

中于文咸西街、永乐西街、高升街、松秀东西街一

带，经营活动与广州、佛山一样有药业八行之分，药

材、成药的转口贸易日益活跃［17］。《香港杂记》记载：

“……，余则有药材铺”［19］。《澳门记略》记载：“食货

则有厚福水、药水，花露水即蔷薇水，以琉璃瓶试

之，翻摇数四，泡周上下者为真；茶靡露，以注饮撰，

蕃女或以沾洒人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

油、桂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20］。我国香

港、澳门地区不仅药材铺经营中药，且一般杂货店、

海货店也销售各种各样的药露，如苏合油、丁香油、

檀香油、桂花油、冰片油等。清代时期岭南医药商

业达到鼎盛时期，药铺、成药业发展迅猛，仅有名号

可考的就有近百家药店药铺，出售成药达数百种。

兼之广佛、港澳等地逐步形成的岭南药材主要集散

地的优势，以及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地位的确

立，进一步提升了岭南中药贸易的繁荣。在这个时

期还形成了广州著名的药业八行、商业行会、会馆

组织，工会组织等，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岭南医药向

规范化和规模化的继续发展。

5 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936 年粤汉铁路通车，广州成为华南的中药材

集散地，由于毗邻港澳，进口药材都经广州转运内

地，“广药”由此得名。当时中药经营成行成市，除

了熟药店、生草药店分布在全市各街道外，各药商

多集中于西荣巷、仁济路、水月宫以及仁安街、晋源

街一带。此时的中药铺，也开始兼营“药食同源”杏

仁、百合、莲子、桂圆肉、蜜糖等属于京果行业的品

种［14］。广州药业一片繁荣，而且出现了商品广告和

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据民国十九年（1930 年）《广州年鉴》记载，广州

市有熟药（包括膏丹丸散）店铺 1 260 间，生药铺 92

间，参茸店 88 间，药油店 31 间，药酒店 6 间，戒烟药

料店 42 间［21］。另据民国十七年（1928 年）统计，佛山

药业分 3 个自然行业，即药材业 103 户，生药业 34

户，西药业 9 户，此外还有医业 9 户。代表性的药厂

有太和洞药厂（1918 年，靳太和），唐人中药厂（1921

年，颜英南），陆老七药行（1921 年），灵芝堂（1921

年），邹家园药厂（1932 年，邹铭德之父），永德祥

（1935 年，禤新），何济公药行（1938 年，何福庆），胜
利药号（1947 年，李金寿）［16］。这些药厂所产药品，

畅销岭南地区，行销全国各地。

另据民国二十年（1931 年）《中国年鉴》（China

Yearbook）记载，1929 年通过广州口岸输出医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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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两”计，达 527 万余香港两，约为 43 万担（1 担=

50 kg）。远销日本、英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22-23］。至 1949 年底，随京汉铁路的开通，各地不

少客商来广州采购药品，刺激了广州药业迅速发

展。广州全市药材铺又发展到 300 多间，购销两旺，

中药材的各种专业分工经营较之前更具规模［23］。

在民国时期，岭南中药饮片的加工炮制技艺非

常独特，有永德祥、成昌中、合和祥、裕兴祥、合兴和

5 家著名药店，其品牌产品均很畅销［24］，见表 5。另

外，采芝林作为当时广州著名的药铺之一，1933 年

表 2 清代岭南地区主要药业

Table 2 Major industries of TCM in Lingnan region of Qing dynasty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创始时间

1644

1644

1651

1651

1662

1669

1759

1767

1790

1803

1806

1811

1828

1828

1830

1838

1852

1860

1873

1875

1878

1880

1886

1890

1892

1896

1900

1900

1902

1904

1910

药业名称

潘务本

黄恒庵

何明性堂

陈李昌

黄中磺

保滋堂

梁财信药堂

人和堂

敬修堂

马伯良

采芝林

两仪轩

王老吉

瑞草堂

刘贻斋

橘花仙馆

潘人和

黄贞庵

广芝馆

岐生堂

迁善堂

佐寿堂

梁家园

潘高寿

源吉林号

李众胜堂

利济轩

梁广济

梁培基药厂

万春园药行

马百行

创始人

潘务本

黄恒庵

何宗玉、何君泰

-

黄中磺

潘务庵

梁财信

潘履道堂、王勤业堂、

邓光裕堂

钱树田

马百良

黎氏同族四人合股

谕海绸

王泽邦

刘氏家族

刘倬

周景勋

潘仁兴

-

-

-

-

邓大林

梁奕纲

潘白世、潘应世

源氏家族

李兆基

陈伯清

梁广济

梁培基

-

马春生

创始地点

今佛山朝阳街

佛山黄伞铺（今佛山顺德福宁路）
广州五仙门外直街（后改名为五仙路）

广州

广州桨栏路

广州双门底（又名四牌楼，即今北京南路）
广州桨栏路

佛山市豆豉巷（今升平路）

广州城南门口太平桥

富民铺（今广州朝阳街）

广州府署西侧清风桥（现中山五路 94 号）

广州长寿路长寿直街

广州十三行

广州桨栏路

广州汾宁里（今汾宁路）
广州杉木栏

广州养巷路

广州十八甫路

广州桨栏路

广州大新路

广州桨栏路

广州

佛山

广州高第街

佛山

佛山祖庙大街

-

广州桨栏路 57 号

广州市河南凤安街（后迁至西关长乐路）
广州十八甫

广州十八甫新街

经营范围及主要产品

十香止痛丸

乌金丸（龟鹿八珍丸）
初期经营生草药，后兼营熟药，双料神

效撞红丸（小丸）和济世茶

小蜜丸

调经丸、三达丸

保婴丹

活血止痛跌打药丸、熊胆跌打丸

经营熟药为主，兼营丸散类成药，如活

络丸、镇惊丸、苏合丸、黎侗跌打丸

回春丹、如意膏、乌鸡白凤丸

膏、丹、丸、散、茶、油、酒等多种成药，如

儿科圣药“百胜散”（七厘散）
中药配剂为主，兼营一些膏丹丸散成

药，如清火眼丸和止咳枇杷膏

蛇胆类药

王老吉凉茶、王老吉凉茶颗粒、三公仔

小儿七星茶颗粒、保济口服液

丸散

三达卫生丸、补肾丸

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清心牛黄丸、至宝丹

毛鸡酒

疮科膏

中药丸散

琥珀震惊丹，岐生牌

盐蛇散

外伤的膏药

伤科跌打圣药“少林跌打止痛膏”

川贝枇杷露

甘和茶

广中牌保济丸、胜保油、保和茶

疮积饼、疮积片、止痛散

风湿膏药、风湿药酒

菩萨散、发冷丸

中药丸散

化痔丸、扫毒丸

注：“-”表示不详（表 3，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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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黎氏第五代子孙黎子铭掌管，以经营中药饮片为

主，兼营一些丸散膏丹等成药，其经营方式仍坚持

前店后坊的经营特色不变，即前店卖药、坐堂医生

诊病，后场制药，集行医、制药、售药三位一体模式，

且增加了贵细药材如参茸、麝香、熊胆等经营，在同

行中药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地位［24］。民国时期，

岭南地区中药业出现了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

形态，中药业出现专业分工、经营规模化，同时形成

岭南独特的品牌中药饮片，如手刨元胡片、火炮天

雄、卷茯（卷茯苓）等，远销国内外。

6 结语

岭南的两大中心城市（广州和佛山）是华南的

中药材和进口南药的主要集散地，同时又是著名的

成药生产基地和外贸港口。通过对广州、佛山等主

要城市中药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能粗略展示出

岭南地区中药业发展脉络。岭南中药业史最早起

源于秦代，在秦汉至南北朝时代发展缓慢。唐代中

药贸易活动相当活跃，海外贸易颇具规模。宋朝海

外药物贸易空前繁荣，中药商业已兴盛，经营方式

既有前店后厂的“药铺”又有药业管理的官办机构。

在元代出现“成方”药店。明代出现医药商品生产，

药铺、药号的广泛兴起，成药业作坊、厂店近百家，

形成岭南特色剂型蜡壳丸。清朝中药业达到鼎盛

时期，药业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形成广州

著名的药业八行。民国随着粤汉铁路、京汉铁路通

车，进一步促进了中药业的贸易发展，出现了商品

广告和企业跨省、跨国发展的现代经济形态。

表 3 清代广州的药业八行

Table 3 Eight sorts of TCM industries in Guangzhou of Qing dynasty

行头

南北行

西土行

参茸业

生药行

生草药行

药片行

熟药行

樽头行

集散地

油栏门（现一德路以南海

珠路段），迥栏桥一带（现仁

济西路水月宫附近）
晏公街、盐亭街、迥栏街、

潮兴街、潮音街、水月宫

西荣巷、桨栏路、仁济路、

一德西一带

仁安街、豆栏街、晋原街

一带

分布于全市各主要街道

多集中于闹市街道

多集中于人口稠密的闹

市各街道

太平桥、光复南一带

经营性质及范围

出售南北药材（指长江以南的川、滇、浙、赣和长江以

北诸省所产），兼营一些进口南药，如木香、丁香、乳香、

没药、洋砂仁、豆蔻等

主营广东、广西所产药材以及邻近湖南、江西所出产

道地药材，如藿香、陈皮、巴戟、花粉、何首乌、银花、钩

藤、春砂仁、益智、槟榔近 500 种

经营参茸和进口贵细药，如人参、鹿茸，珍珠、琥珀、

牛黄、犀角、猴枣、麝香、熊胆、鹿尾巴、冰片、三七、肉桂

之类，兼营一些南药，如砂仁、豆蔻、乳香、没药等

未经加工炮制的的药材，实际上是中药材的第三道

批发商，从拆家手中购进货物，整理分级，按照熟药店

的来单配售

主要经营民间草药批发与零售，多为祖传或师承。

其经营特点是家店不分，连医带药

主要加工炮制成饮片出售，如炮天雄、法半夏、炙甘

草、川芎片、茯苓、黄芪、黄芩、桔梗、郁金等几十个品种

专营饮片、汤剂为主，兼营膏丸散丹成药及滋补品

等，设有坐堂医生

主营滋补类药材如冬虫夏草、枸杞子、黄芪、党参、白

术、茯苓、川芎、当归、白芍、熟地以及参茸、燕窝之类，

但不设成药配剂

销售对象

内地各省生药店

外省客邦、运往

香港、洋行、熟药店

和四乡

各省驻广州的办

庄以及各药厂和中

小户药商

四乡及本市各熟

药店

消费者

生药行、樽头店、

熟药店等，也有直

接售给外埠办庄

直接为居民供药

消费者

药商和药材铺

-

陈 信 义 、张 泰 昌 、唐 钜

昌，卫兆隆、广悦来、生和

药材行等

同 丰 泰 、永 昌 隆 、忠 信

行、宝安隆、同安泰、同顺

泰、裕泰祥、利丰行等

信诚、杏培、万济、洪昌、

益元等

百福、百如、百草、万草、

荣远堂、回春堂等 89 户

鼎盛时有 70 家之多

关 赞 育 、黎 杏 林 、广 同

济、致和堂、益寿堂、保滋

堂、集兰堂

-

表 4 清代广州的药业商业行会、会馆

Table 4 Industry guild and guild hall of TCM in Guangzhou of

Qing dynasty

名称

张大昌堂

杏泉堂

同德堂

昭信堂

诚信堂

永昌堂

广聚堂

慎业堂

成美堂

薄荷如意油行

组织者

生药、参茸业

熟药丸散店

南北经纪业

洋参业店号

南茸店号

专营茯苓店号

药片业

西土业

西土药店

-

成立时间

乾隆年间

1869 年

1869 年

1821 年

1904 年

-

-

-

-

1919 年

地址

初在清水濠，后迁濠

畔街；嘉庆间又建会馆

于打铜街

濠畔街

贤乐里

白糖街南约

-

西瓜园（后迁豆栏上

街）
豆栏上街

油栏门

-

牛头巷，后迁龙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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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岭南药业发展史的初步整理，分析了岭

南药业史的发展进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为岭南药

业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岭南药业的发

展过程，兼具了岭南药业产品和商贸的同步发展，

形成了岭南成药的雏型——金汁水、岭南特色剂型

蜡壳药丸、著名的百年老店、独特的饮片炮制加工

技术（手刨当归片、手刨元胡片、自创火炮天雄、手

刨川芎片、手刨法半夏等）以及享誉国内外的名优

产品（抱龙丸、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保济丸等）。
通过对岭南药业形式及特色的梳理和凝练，以及对

其特色技术、剂型和名牌产品的整理和总结，为岭

南中药业的传承、技术发展和创新、学术研究等均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线索，并为岭南中医药文化内涵

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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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民国时期广州的主要药店

Table 5 Major TCM shops in Guangzhou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店名

永德祥

成昌中

合和祥

裕兴祥

合兴和

创立时间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

地点 1）

十三行路普源街

桨栏路东横街

桨栏路豆栏街

十三行仁安街

十三行普源街

创始人

禤新

欧巧

禤桢明、卢亮光

禤兆麟

禤忠明

产品特色

手刨当归片以片张均匀、整齐、色靓、齐手见著；手切北芪片以片张均

匀、整齐、规格化驰名

专营刨头工具，兼营中药饮片，以加工茯苓片而闻名。刨制茯苓片呈

香烟状，以 12 支捆成一扎，有“卷茯”之称

以精制手刨元胡片出名，元胡片片张无残缺，呈灯盏状

以自创火炮天雄、手刨川芎片、法半夏而著称。火炮天雄呈白蜡色、松

身、鼓状；川芎片色靓、片薄；法半夏为松身、色靓、起菊花芯

以经营饮片为主，因其加工精细而获赞誉

注：1）均为现在的广州市荔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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