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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药房是上海早期开设的华商

药房之一。1898 年初，由黄云华和陈

梦飞两人合伙创建，设于大新街(今湖

北路)汉口路转角，专做长江帮小批发

生意，并用爱根生公司名义制销童妹

牌花露水等化妆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药品受战

争影响，来源逐渐减少，外汇涨落不

定。这时黄云华无意经营，陈梦飞与陈

颂国等合伙另开太和药房，于是将华

美药房出盘予徐翔荪、孙宏达、吴耀

庭。

嘉定人徐翔荪盘下药房后，逐步

将华美大药房由合股企业转变为独资

企业。并拓展批发，投资药厂，兼并同

业，使华美药房得到了快速发展，其药

品品种规格之多，首屈一指，业务量位

于沪上大型药房行列，营业销售仅次

于五洲大药房，居业内第二位。

徐翔荪是如何起家的？其经营“华

美”又有哪些独特的生意经？

接手与改组

徐翔荪，字国钧，嘉定南翔人，生

于1884年，父业中医，家境清寒。他在

私塾读了几年书，即来沪依兄谋生，初

入华洋药房当学徒，拜店主黄德馨为

师。华洋药房于 1917 年歇业。徐翔荪

随之失业，由黄德馨介绍入中英药房。

徐翔荪自奉俭约，勤于工作，博得

经理陈立卿的欢心，不久被提升为营

业主任。在业务往来中，徐翔荪结识了

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专做毒品生意的

亨大西药行老板孙宏达。孙宏达系法

商良济药房出身，除亨大行外，另设有

宏大鞋店和宏泰洋货店，又是扬州大

英药房的大股东，拥有相当资金，想盘

下华美作为转销毒品机构，见徐勤恳

踏实，乃怂恿并邀横滨正金银行买办

吴耀庭合伙盘下。孙、吴共推徐翔荪为

受盘代表，于1918年6月正式订立受

盘合同，盘价包括华美全部财产和爱

根生公司名下的童妹牌各种化妆品，

以及童妹牌名贴费，合计1.54万元多。

受盘后，华美外加的“协记”字样改为

“余记”，并重定资本为l.6万元，分为

16股，每股1000 元，孙宏达与吴耀庭

各占七股，徐翔荪占二股。徐任经理，

另有华美出盘带过来的陈鹤生，续助

店务，孙、吴都不在店内担任职务。

孙宏达妻妾子女众多，本人有烟

瘾，家用开销很大，1921 年中风卧床

不起，用款更无节制，常写条子到店领

款，店务更不过问。1923 年孙宏达病

故，妻妾闹家务纠纷，经中间人说合，

徐与孙妻拆股，转让给徐翔荪。这年

底，徐翔荪又将吴耀庭股款退去。吴饶

有资财，有“金子大王”之称，不在乎此

区区之数，未与计较。这样，华美由合

伙变为独资，资本定为5万两银子。

发展为西药业巨擘

华美自 20 世纪二十年代起至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止，为迅速发展

时期。据徐翔荪所藏的“结彩红单”，华

美1926年的营业总额为46万余元，实

际资产总额已达10万余元，比1921年

时的资产总额增加将近一倍。此后逐

年递增。据中国征信所调查材料，华美

在1934年到1936年间营业额扶摇直

上，仅次于五洲药房，而超过中西和中

法两药房，在全行业中雄踞第二位，实

际纯益累计 150 多万元，均归徐翔荪

所有，成为行业中罕见的暴发户。

徐翔荪的文化水平不高，对药物

的性能和制销不甚精通，华美之所以

能迅速发展，除了他有经营魄力外，主

要在于用人得当。在业务上初得熟悉

西药生意的黄裕生相助，后黄裕生自

己开设大中西药行，徐翔荪即选拔得

意学生张昌敬为业务经理，张精明干

练，善做药品进口定货生意，为徐赚了

不少钱。

华美是个批发兼零售而以批发为

主的西药商，在业内以备货齐全著称。

经营品种多达五六千种，分为原料、针

药、成药、试剂、制剂、血清疫苗、果汁、

食用色素、炼乳、奶粉、香料、敷料、器

械、玻璃仪器等类，其中医用原料约占

33%，中外成药约占32%。在进销货的

比重中，英、美、德、法、挪威、荷兰、瑞

士等进口货约占50%，新亚、优生、海

普、爱尔康等国内药厂产品约占50%。

华美在经营上有些特殊做法。在

进货方面主要有：

打破洋商协定价格。定购美国货，

惯用款到发货方式，在价格上比英、

法、荷等国可便宜2%，而西欧各国对

中国交易，为避免相互竞争，同类商品

有个协定价格。华美即利用欧美经营

方法上的矛盾，来打破西欧药业间的

协定价格，以达到降低进价的目的。如

向拜耳订购“海克撤”，拜耳不肯减价，

即先向美最时以低价购进一吨，迫使

拜耳不得不以更低价供应。

抢夺同业经销权。前后共有两次，

一次是抢夺济华堂对美商科发药厂产

品眼药水的独家经销权，华美先从济

华堂购进10箱，然后以低于科发出厂

价供应市场，引起同业向科发交涉，华

美乘机要求科发给以分销。另一次是

抢夺济华堂经销霍杰士洋行的“孟山

都糖精”，华美先向鲁麟、礼和、汽巴等

洋行购进大批德货“双童牌糖精”，以

低价与“孟山都糖精”竞销，霍杰士洋

行见势不利，亦给华美以分销了事。华

美在取得以上两项分销权后，定购量

常高达几万磅，凌驾于济华堂之上。

在结汇上获取高额利润。华美不

仅在进口定货上可获 50-150%的毛

利，而且还在定货结汇付款中，窥察汇

价涨落趋势，通过汇票商向外商银行

结得远期的美金和英镑汇票，从而获

取厚利。

采用投资等方式创造进货优惠条

件。华美向国内药厂进货，常利用药厂

生产资金不足，以直接投资、预付货款

或给予贷款等方式，取得优先购买或

特别折扣等待遇。如华美对新亚药厂

投资，新亚药厂产品“福白龙”、“康复

那心针”、“硫酸阿托品针”等，华美享

有八折、九扣的好处。华美在海普药厂

也有投资，徐翔荪兼任该厂董事长，海

普产品几归华美独占。其他如优生、正

德、民生、福康、中国药物公司等药厂，

华美或直接投资，或预支货款数千元

至数万元不等，由这些药厂给以优惠

待遇。

华美也曾自设长生化学制药厂于

白克路(今凤阳路)祥康里(后迁新闸路

酱园弄)，生产家用成药“海力福命”丸

和油剂，“速治而”针剂、片剂和“疗百

肤药膏”等，但工厂资金仅占药房资金

的 5%，并无整套生产设备和技术力

量，产品实际上交由海普药厂代做，虚

挂“长生”厂名。

徐翔荪做事脚踏实地，不尚浮华，

各项商品流通费用开支极为节约。其

中广告费用仅占全部流通费用的

0.01%，在当时西药行业中实属罕见。

1936年约有职工60人，其中有很大一

部分是将成年或刚成年的学徒，工资

待遇较低。徐翔荪每月自支160元，经

理张昌敬130元，一般职员在30元左

右，学徒仅发月规钱，第一年月给 2

元，第二年月给4元，第三年月给6元，

满师后按工作能力月给16至20元。由

于雇用学徒工资低，因此徐翔荪对店

员离职不很拦阻，去后即换进学徒。

兼并同业扩张势力

华美在发展中还兼并了一些同

行，既增厚华美财力，又提高了徐翔荪

在同行中的地位。

第一家被兼并的是设在福州路山

西路口的美泰西药行。此药行系朱伍

钧于 1918 年开设，因对外定货亏蚀，

于 1921 年初宣布停业清理。该行存

货、生财、店基约值6万元，徐翔荪以

低价2万元盘进，即将华美迁此，成为

华美药房的现址。

第二家是设于福州路84-86号的

大华药房。这家药房是原五洲药房高

级职员孙平阶等集资于1929年5月开

设，资本原定20万元，实收12.5万元，

先天不足，又适逢市场不景气，对外定

货亏蚀，1933年5月宣告停业清理，债

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开拍卖。徐翔

荪于1934年9月与张光镛、陈树棠以

1.3万元标购了大华的全部存货和生

财牌号，改名“大华生记药房”迁至福

建路继续营业。

第三家是设于南京路石路(今福

建中路)口的华英药房。这家药房系曾

在英商大英医院和老德记药房任职的

庄凌晨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末开

设，初设于福州路 42 号，是上海较早

开设的第二家西药房。1936年10月至

11 月间，徐翔荪与章显达以 4.4 万元

低价买下华英曾耗资l0万元建造的平

凉路厂房，1937年2月又以其子徐颂

尧名义接盘华英的全部存货和生财，

据估算原值约30万元，而总盘价仅7

万元，徐翔荪出资7成，章显达出资3

成，改名华英颂记药房，徐翔荪自任总

经理，徐颂尧与章显达分任经理。不久

徐又迫章退股，改为华美联号。

此外，徐翔荪还曾在虹口熙华德

路(今长治路)盘下一家华德药房，准

备作华美分店，旋转让给陈升海开办

天华药房总店。

华美药房发展成为沪上西药业中

的巨擘以后，徐翔荪随之身价倍长。

1936年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改选，

他当选为主任委员，捐资在会所屋顶

添建三层楼，公会决议命名为“翔荪

厅”加以颂扬。徐的长女济华留学德国

学医，获博士学位，在徐支持下，由黄

楚九医院聘为院长，并增设内外科，免

费为贫民治病。徐又以 7 万元购置蒲

石路(今长乐路)26 号为寓所，以余屋

给女儿办生生高级助产学校，另在巨

籁达路（今巨鹿路)设立济华医院。在

嘉定，徐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招收当

地学龄儿童入学，对发展医学卫生和

地方教育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战争年代遭受挫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市工

商各界组织实施公民训练。徐翔荪身

为新药业公会主任委员，积极鼓励华

美职工参加受训，并向委员劝募经费，

制发军事器物，捐赠救济药品。还主办

国际第五救护医院收容伤兵，雇人沿

路收埋被害尸体，直至抗日军队西撤

后才停办。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动员上海厂

商内迁，华美将药品分两批内移。第一

批移运重庆，约值 70 万元，在途中被

敌机炸毁。第二批取道丽水转往温州，

约值10万元，在途中被人吞没。

战事扩大，上海沦陷后，华美所购

平凉路厂房被日军侵占，外埠的分支

店和领牌联号关系陆续解体，商品不

能正常流通，1937年华美的营业额比

1936 年减少。1938 年起，部分地区交

通恢复，上海避难人口激增，营业额稍

有回升。1939年后，法币贬值，物价步

涨，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之风露头，是

年，华美适有美国庄生橡胶 1 万筒到

货，营业额比1938年增加了60%多。

1941 年 10 月 21 日傍晚，徐翔荪

家突然发生了两起人命案。起因是徐

的长子颂尧毕业于中法药学专科学

校，经营华英药房，颇能谨守店业；次

子颂汤在南洋中学求学，而挥霍无度，

因需索不遂，怀恨在心，乘兄回家不

备，猛砍七斧，颂尧当场倒在血泊之

中，急送宝隆医院抢救无效。同时送颂

尧入院的驾驶员突然死亡，引起议论

纷纷。当时连出两个命案，社会轰动，

徐翔荪想保住颂汤性命，使颂汤装疯

入疯人医院，并拟封锁信息，出资收买

各报，终未如愿。对颂尧尸体起先隐匿

不报，后又换尸报验，也被警局发觉。

幸驾驶员暴亡验系脑溢血致死，未再

节外生枝。然而被各方敲诈所费，据传

达10万元以上，最后颂汤仍被汪伪司

法部门判处死刑。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占租界，于

1942年3月征购军用物资，命令上海

新药业提供大批重要药用原料磺胺嘧

啶等200多种，价值l000万元。华美为

减少企业损失，暗将存货由平凉路仓

库转移。按实用存货六折申报。济华堂

袁鹤松时为同业公会负责人之一，获

悉后为报过去华美抢夺经销权宿怨和

掩护他自己少报，警告徐据实申报。这

时，徐发生家庭变故不久，避祸于广慈

医院，害怕再生事端，只得据实重报，

分摊了 30 万元，征购作价仅为 1/10，

损失之重仅次于五洲药房。

通货贬值下的挣扎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造成通货

泛滥，物价飞涨，加以美国剩余物资倾

销，官僚资本控制掠夺，民族工商业仍

然无法正常经营。华美向以定购进口

货为主，这时外汇管制，洋行和国外厂

商实行先款后货，失去了优惠条件，但

在配销接收的敌伪物资中，由于规定

大型药房的配售额较中小型药房多，

总支店均可申请，华美从中得到了一

些便宜。加上美国剩余物资大部分系

通过官僚资本扬子建业公司和远洋贸

易公司出售，华美乘机大量购进，获利

甚丰。这时，徐翔荪的业外投资增加了

生大钱庄、乐茂西药工业原料公司、福

康药厂、公益器具厂、上海电力公司、

正明银行等 20 余家，投资额近法币

5000万元。

1948 年 8 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行

金圆券，同时对 185 种最热销药品实

行限价，实际上有很多药品的进货成

本已高于销售价，多卖多亏，补进困

难。虽然不久限价因无法维持而开放，

但物价狂涨，不可抑制，市场一片混

乱，有些主要药品交易，要用黄金、美

钞或银元计价。这年年终决算，华美仍

得纯益2000多万元，其中营业利益为

金圆券 900 多万元，而其他收益却达

金圆券1700多万元。这时徐翔荪鉴于

国民党即将崩溃，华美难再发展，即在

广州和台湾两地另设分店，作狡兔三

窟之计，共调出资金1/3，转移库存物

资达60-70%，自己则携全家和职工数

人前往台湾。

上海解放后，华美店务由经理张

昌敬负责。1955 年底，华美成为合营

企业，药厂部分归上海医药工业公司

管理，药房部分由黄浦区医药公司管

理。1958 年，分别改为黄浦区化学试

剂商店和华明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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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华美大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