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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销售。在中秋节前半个月即雇人加

工月饼，同时从外地购进水果，八月

十五前后出售水果、月饼，进入腊月自

制爆竹及年货出售。此种经营方法在包

头各药行也是独树一帜。

六、其他药店

民国3年（1914年），赵起旺等投资

三千元，在大圪料街开设永和庆药铺，

门牌2号（原解放路五医院处）。经理李

子元，店员八名，经营状况一般。日伪

蒙疆时期百业萧条，永和庆药铺店伙纷

纷回乡。最后执事人白如云于解放前夕

将铺底卖于春元绍药店，自己等到公司

合营，成为包头医药公司的员工，退休

后回了老家。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初十，

通和德药庄在财神庙街15号正式挂牌营

业，财东是山西代州城内李郁文，出垫

银洋二千三百块，经理周伦为代州马站

东门外人氏，时年五十岁，顶人力股一

股，店伙八名。忻州泡池村人董崇山欲

在包头投资中药行，经人说合由原仁德

堂从业人员代州下庄人侯汝福领其资本

两千元，选择包头最繁华的西前街三间

门脸（同仁涌药店隔壁），于民国31年

（1942年）四月初八开业，店员八名。

结论

包头是旅蒙贸易的中转站，是牲

畜、皮毛集散地。嘉庆时期包头人口剧

增，经过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

统进入民国，皮毛业发展更趋繁荣。随

着人口不断地增加，出现了由代州帮经

营的仁德堂、广仁堂、永和正中药店。

从民国四年（1915年）到民国十八年

（1929年）人口猛增至十万人，代州帮

又相继开设了同义堂、永和庆、同仁涌

药店，1930年以后又开设立通和德、永

兴正两家。总结包头代州帮经营中药行

的历史如下:

（一）包头的中药行业最早由代州

帮商贾开设经营，由来已久。包头中药

行的同业行社药王社，历来由该帮经理

担任。道光年间，仁德堂的经理还担任

过包头镇公行总领一职。说明他们在包

头中药行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包头代州帮商贾开设的中

药行业，是有东（财东的财股）、有伙

（经理、店员的人力股）的药店。财东

只是出资者，不负责经营，经营者是聘

用的职业经理，由职业经理负责管理号

事。在用人制度上要求严格，所选店员

为了知根知底，均来自山西代州地区。

（三）进入民国，包头最古老的药

店仁德堂、广仁堂、同仁涌、同义堂相

继改组，西口仁德堂退出了包头药行业

的老大地位，反而使永和正在包头药行

业独领风骚，成为解放前包头地区最大

的药店。

　　（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
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