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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之萱在黄河路创办“徐重道国药号”
●▲● 周边漫步

徐之萱，又名
重道，浙江慈溪人，
1920年在沪开设
“浙东良医徐重道
药号”，以“为人重
道德，传萱草功效，
扬国药精华”为经
营理念，开创“代客
煎药”“送药到家”
等服务业务，名噪
一时。 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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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饭店
地址：南京西路   号

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

陶馥记营造厂承包主体结构，丹

麦康益公司承包打桩工程。1931

年开工，1934年竣工并开业。在

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远东第一

高楼”。建筑整体属于装饰艺术

派风格，地上22层，地下2层，标

高83.8米，钢架结构。整幢大楼

呈帆船形，三层以下以钢筋混凝

土浇制外墙，以青岛产黑色花岗

岩贴面。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光明大戏院
地址：南京西路   号

邬达克设计，1933年建成，

装饰艺术派风格，前部高两层，后

部高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

略呈楔形，立面采用凸出的横竖

交错的板块组合。底层入口设十

二扇玻璃大门，两边墙面贴黑色

大理石，入口上挑出雨厦，在西侧

作折线。入口上方采用大片金黄

色玻璃窗，西侧设方柱体半透明

乳白色玻璃灯柱，外墙为浅黄色。

药号迅速崛起
徐之萱1895年出生，幼时因家

境贫寒从私塾辍学，13岁进择浦泰和

堂药店当学徒，后转富阳一药材行做

伙计。他虚心好学，很快将《本草纲

目》《汤头歌诀》熟稔于心，掌握了中

药的药性及制药要领。

徐之萱曾在汉口为叔父开设的

药店照管业务，1915年来到上海一家

药店做职员。他白天上班，晚上则秉

烛夜读药理书籍。徐之萱勤勉节俭，

很快便用攒下的钱投了一份润德堂

药店的股金，他自己也在药店内开设

就诊处，开始挂牌行医。

上世纪初，上海的国药业是“四

大名店”胡庆余、蔡同德、童涵春、雷

允上和“乐家老铺”的天下。1920年，

徐之萱觉得自立家门的时机成熟，便

邀集了几位同乡好友，在派克路（今

黄河路）租了两间店面，开设“浙东良

医徐重道药号”。取名“徐重道”寓意

“大医有道，以德为先”，这也是徐之

萱提醒自己，行医之道要重道轻财。

一开始，“徐重道”的生意并不

好，徐之萱便打出广告称凡有困难或

家庭不富裕者，一律免费诊治。看到

常来店内买药的都是些去不起医院

的帮工、女佣，他就建议顾客将零钱

存入店内，有病买药，无病取息。这

样的集资方式让徐之萱资金渐厚，不

久就在成都路开起了分店。

经营理念超前
1930年，徐之萱在爱文义路（今

北京西路）泥城桥西首开出“徐重道

国药号”总号。这家总店有六间店

面，店堂内中药柜子全部是紫红色油

漆，名贵药材陈列于玻璃柜内，看上

去既整洁美观，又极具气势。随着规

模的不断扩张，徐之萱后来又创设药

材行一家、中药厂两家，国药号增至

十七家，包括陆续开出的威海路店、

新闸路店、淮海路店等，成为当时的

上海医药界巨子。

“徐重道”能迅速成为

国药号，离不开超前的经

营理念。为扩张规模，他

以药店作抵押，向银行贷

款开出分号；开创“代客煎

药”业务，把药材分两次煎

成汤汁，灌入特制的保温

杯，由送药员送药到家。

30多名送药员身穿印有

“徐重道”字号的背心，在

大街小巷穿梭送药，“徐重

道”的名气迅速传开。正

因如此，“徐重道国药号”

一时成为上海百姓眼中

“分店最多，范围最大，商

品最好，价格最巧”的国药号。

从1935年开始，徐之萱转向于

药品的制造和研发，1947年在打浦路

339弄永安村设立了徐重道药厂，专

门生产止痛片。1956年，徐重道药店

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原上海卢湾药材

公司的药店字号和中药、参茸产品的

注册品牌。1992

年，“徐重道”成为

中药行业中第一

家复名的老字号

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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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上的爱文义路“徐重道国药号”

▲黄河路近期成为热门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