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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民国初期，药店管理井然，职责分明。采取“三 

大仙 、四柱子 、八 根档 ”管 理形式。“三大仙 ”谓 经 

理、协理、帐房，“四柱子”谓拆兑部主任、货房主任、 

丸散部主任、饮片部主任，“八根档”谓刀房头儿、丸 

散二柜、饮片二柜、副帐房、料房头儿、片子房头儿、 

细货房头儿、改制房头儿。彼时，老板重酬聘请行家 

担任经理，忌用皇亲国戚。历任经理徐献坪、范涌泉 

等均为药业名流。 

张同泰旧时店规森严，讲究大店风度。既要和 

气生财又不准落人俗套。内厅悬挂《店规》规定：上 

柜时间，面朝顾客 ，两手轻搭柜 台；顾客买药 ，先问病 

症，付药时交代主治、服法，不准白欺欺人，不准败坏 

风俗，不准聚头赌博，晚上九点以后熄灯。经理时而 

同店查夜，如有违章，轻则教训，重则在“端午、八月 

半 、年三十”歇去生意。 

3．3 价值连城 急待保护 

张同泰创始人创建至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是 

现存原址经营杭州最长的老字号，清代建筑保留完 

好。但是，十年浩劫，张同泰诚信经商的匾额、祖训 

牌匾、制药书籍工具和器皿等诸多相关文物遭受严 

重破坏，虽经多方搜寻、征集，略有恢复，但仍急待挖 

掘、寻找并予以传承保护，其优秀的经商思想值得继 

承发扬。现在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 

对张同泰进行全面修缮，并对原貌和张同泰文物实 

行恢复。华东大药房出资 l0万元，对张同泰相关文 

物、制药工具等进行征集，筹集张同泰文化陈列馆。 

华东大药房出资 20万元用于中药门诊的恢复和宣 

传。张同泰已被国家商务部首批认定的中华老字 

号 ，是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张 同泰道地 

药材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杭州市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第二批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书．20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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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中医》到《中医杂志》 

． 医药史话 ． 

《北京中医》创刊号，于 1951年 5月 15日由北京中医学会出版委员会出版。1951年7月 15日《北京中 

医》出版了第 2期。《百年北京中医》介绍说：《北京中医》“第一卷为双月刊，自第二卷起改为月刊”。其实 

并非如此。《北京中医》第 1卷各期，都没有关于刊期的说明文字，虽然第 1期与第2期的出版时间相隔2个 

月，但第3期的出版日期并不是第 2期出版2个月后的1951年9月 15日，而是 11个月后的1952年6月 15 

日；各期的页数也不一致：第 1期78页，第2期56页，第3期 60页。据此，可以认为《北京中医》第 1卷的刊 

期是“不定期”。 

1951年出版的《北京中医》第 1期、第 2期和 1952年出版的第 3期，合为《北京中医》第 1卷。自1953 

年起，《北京中医》刊期定为月刊，并直接称为《北京中医月刊》。《北京中医月刊》1953年第 2卷、1954年第 

3卷各期均逐月按时出版，但是页数缩减到30余页。1955年 1月起，《北京中医月刊》扩展为全国性中医刊 

物，更名为《中医杂志》，仍由北京中医学会主编，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此，北京中医学会在《北京中医 

月刊》1954年第 1l期刊登了启事；《中医杂志》1955年第 1期刊登《发刊词》指出：“本刊是“北京中医”月刊 

的继续，也是它的发展。”依此，《中医杂志》的创刊时间应是 1951年，而不是 1955年。 

(山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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