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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王振国、王定邦。1949年12月25

日《包头市各业工会所属商号统计册》

载，仁德堂西柜改组为天和堂，经理刘

庆余，资金两千四百元，股东岑登云、

杨万喜、贾士信、张德安。

我走访了岑瑩老人，他回忆他家祖

籍山西代州阳明堡南关村余家关，祖父

岑秀、岑泰弟兄手里已有仁德堂药店、

祥泰厚皮庄、天祥合面铺了，传到他父

亲岑登云、叔父岑步云手里没有发展。

经理阎佐原籍代州中解下街，是一个很

有能力的人，他之后的经理是刘庆余

（刘玉毛）独断专行，当时人说“刘玉

毛一手遮天，张健（大先生）是能文能

武”。

综上所述，仁德堂虽然在民国时期

改组为天德堂，但还没有脱离仁德堂的

框架，仁德堂的招牌并没有彻底摘掉。

西仁德堂在1949年经过东、伙协商改组

为股份制，除原出资者岑登云外，原祥

泰厚经理杨发富之子杨万喜也加入进

来，三掌柜贾士信、东柜张德安也分别

入股，这才摘掉了在包头已有一百余年

的老字号“仁德堂”的金字招牌，改为

天和堂。其他店员如姚继先、翟秉文、

杨国泰等，接收了同乡牛富才的同仁涌

铺底另立门户。

二、永和正记规模大

光绪二十年（1894）《重修代州

圆果寺西阁碑记》载：“永和正施银一

两”。民国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包头

最大的中药店就要数永和正药店了。光

绪十八年（1892）八月十五日，由仁德

堂出来的店伙，领了山西太谷城内武家

永和允药铺的本金一万两千六百元开

设，坐落于草市街29号。因其经理、店

员籍贯都是山西代州，所以老包头市面

上人们称之为代州班子。从1892开业到

1954年公私合营，历时六十二年，在包

头中药行占据主导地位。

侯彦之老先生讲，“光绪二十九

年山西榆次王鹏年来包开设永和正药

店，在这以前有山西代州人在关帝庙街

开设的仁德堂，大圪料街开设的永和

正两家”，这段史料曾在《东河文史》

《东河史话》等方志中载录，被研究包

头历史的一些学者广泛引用。笔者走访

了原永和正药店从业人员刘焕文（苏村

人）、阎凤熙（下阳阁村人）、李广威

（下瓦窑头村人）、王兆林（二十里铺

村人）等老人。刘焕文讲，“王鹏年、

高真品他们是太谷永和允的经理掌柜，

并没有参与包头永和正的实质性工作，

王兆林的曾祖父王凯（1858—1939年）

是包头永和正的当家掌柜，侯彦之所说

的大圪料街永和正，应该是仁德堂东柜

和总柜，就是后来的天德堂药店”。李

广威讲，“我来包头先住的地方是双顺

裕牲畜皮毛店，也是一家代州班子，后

来才住的永和正。永和正经理李兴旺的

长子李湘是我的姐夫，他们原籍山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