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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理崔执道（代州大茹解人）于光

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药店学徒，到

牛凤山请崔执道到同仁涌做经理，已经

在包头中药行工作了二十九个年头，精

通中药行业务。店员十六名多是山西代

州人，只有郭连成是崞县人，最小的店

员陈满全（代州陈家堡人）才十三岁。

同仁涌药店，在崔执道的精心策划

下业务很有起色，药店又处于最繁华的

西前街南端，所以营业额在所有中药行

占中等水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财东牛凤山之孙牛富才来包清理柜事，

意欲转让该店，时有天德堂从业人员姚

继先（代州古城村人）、翟秉文（代州

中解翟街人）二人接收经营。

四、李桂林与广义堂

李桂林原籍代州东乡山底村，民国

二十八年（1939年）接收了坐落在包头

马王庙路东、西前街五十七号的一处三

间门脸带一小跨院的老药庄广仁堂，侯

彦之所撰《包头的医疗卫生》一文中指

出，民国二年（1913年）山西代县人杨

子珍在马王庙开设广恒堂药店并坐堂。

而包头最早的中药店除仁德堂就是广仁

堂，也是代州班子。笔者推测是否广义

堂是由广仁堂到广恒堂逐步演变过来的

呢？据王威先生（药剂师）讲，“广义

堂就是广仁堂，我住该药店时听说几经

“办柜事”（商号改组），李桂林接

过铺底改为广义堂，店员都是山西代州

的，天镇人陈清廉坐堂。后来广义堂就

我们七八个人”。刘焕文老人也曾讲，

“广义堂经理为人和善，从老家来包头

的乡亲，暂时找不下工作的就住在广义

堂柜上，帮忙切片子、蹬药碾子，干一

些杂活，管饭没工钱。公私合营时李桂

林带资产加入医药公司，原广义堂药店

门市及小跨院在旧城改造时拆毁。

五、兼营别业的同义堂

民国初年德兴厚、德昇厚的财东

王姓（代州东章人）和该号戴姓（代州

中解梨园人）、刘姓（代州阳明堡人）

垫资在财神庙街的戏台路南开设同义堂

药庄，门牌三十五号。掌柜刘仕清（代

州阳明堡人）、吴秉璜（代州中解吴街

人）、刘士林（代州苏村人），坐堂先

生侯宝山（代州下庄人）。民国18年

（1929年）三月十五日同义堂办柜事，

代州东章人王以富独资，店员12名。民

国32年（1943年）同义堂药庄再次办理

柜事，刘仕清开了仁义堂药店，吴秉璜

和其兄吴秉达在瓦窑沟开设同义德。刘

仕林分的铺底准备和一保德州人合营，

后因种种原因搁置直到公私合营。

同义堂药庄经营理念和其他同行

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始终保守着药

行的规矩，炮制丸散膏丹从来不减少工

料。他的个性是经营多元化，从他们的

经营体制中看出该号创始人是走草地的

买卖人，除经营药店外，还做一些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