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报告
KAOCHABAOGAO 敕勒川文化

76

笔者依据包头龙泉寺碑刻、账簿、

走访调查口述资料及民国时期《包头商

务会》部分档案记录，对清代及民国时

期由山西代州商旅经营的包头中药业进

行如下探讨。

前言

晋商代州帮，亦称代商，是最早

进入蒙古草原与蒙古族以物易物的汉族

商旅之一。在包头以旅蒙贸易发展起来

的代商，把持着蒙古行、牲畜店、皮毛

店、中药业等，形成包头商界三大帮派

之一（其他为忻定帮、祁太帮）。

包头官方有明确记载中药行的文

献，只能追溯到清末、民国时期，从包

头幸存下的碑刻、账簿中可以得到更早

一些的佐证。据1942年《包头药材同

业公会调查表》载，当时药材行业有天

德堂、永和庆、长泰和、广义堂、同仁

涌、永兴正、永和正、通和德、同义

堂共计九家，其中山西代州籍人开设经

营的八家。就连武安帮的长泰和，经理

安秉政也是代州人。包头权威史学专家

张贵指出，包头药店多系山西代州人开

设，笔者的父亲曾经在包头当过店员，

他也曾说过，草市街和东前街的永和

正、西前街路南同仁涌、马王庙路东的

广义堂等中药店，都是山西代州人开

设。

一、仁德堂最古老

包头市最古老的药店是关帝庙街的

仁德堂，龙泉寺现存《聿修厥德》碑，

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重修时所

撰，碑阳刻有旧总领为仁德堂经理王玉

成，这一碑刻证明道光年间仁德堂已经

存在，是一家开业已久的中药店，而且

是包头商界有名望、有实力的中药店。

包头地区早期的中药行

□   冯  源

包头是旅蒙贸易的中转站，是牲畜、皮毛集散地。随着贸易的发

展与繁荣，这里人口激增，随之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增加，本会

包头地区的会员，立足本地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脉络对当地的药铺、

药店进行了研究，并整理成文字，以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