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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中西藥局的歷史價值與確實地址

‧劉羨冰‧

[圖1] 《揭本生息贈藥單》。

中西藥局的開辦經過   

1892年7月23日，孫中山先生以榮譽成績在香

港西醫書院畢業。孫中山先生在港求學期間，曾

應澳紳曹子基、何穗田的邀請，為其久病不癒的

親人診治，藥到病除：“澳門聞人張心湖母病群醫

束手，經孫中山先生診察，逐漸全好。”
(1) 
因此，

孫先生醫術早在澳門建立了口碑。曹子基、何穗田

等“獻議鏡湖醫院破除舊例，兼用西醫西藥，聘先

生為之主持，先生慨然擔任義務，不受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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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孫先生成為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當年

12月18日，孫先生再得澳紳曹子基、何穗田與港

紳陳賡虞資助，向鏡湖醫院借到本銀二千圓在澳

門開辦中西藥局。

孫中山先生每天在鏡湖醫院、自己的診所及

中西藥局應診，還贈醫送藥，加上他的老師康德

黎 (James Cantlie) 愛生心切，往往星期日午餐後

來澳協助孫先生醫治重病。
(2) 
孫醫生仁心仁術，頗

獲社會好評，不少鳴謝啟事刊於《鏡海叢報》，

說明孫先生頗受贊譽。“最精割症與助產二科，

曾為病者割出腎結石，大如雞卵，權之重一両七

錢，當時詫為罕見，自是中外人士來診者，戶限

為穿，莫不着手成春。”
(3) 
另一方面，孫中山先

生卻遭鏡湖醫院的醫生值理妒忌，鏡湖西醫局祇

好停辦；後又受葡國醫生排擠，也們認為孫先生

未有葡國文憑，作出諸多限制，

令孫先生損失不菲。於是孫先生

決心轉至廣州繼續行醫，到廣州

開辦東西藥局、在中山石岐辦中

西藥局，他本人則集中精力於廣

州的工作。1893年9月25日孫逸

仙刊登廣告：澳門中西藥局事務

統交陳孔屏代理。

中西藥局的歷史價值

孫先生在澳門醫藥界服務的

時間實際很短，從籌辦至1893年

秋，不足一年，但歷史意義是重

大的，是孫中山先生走向社會、

走向革命的起點。澳門中西藥局

就是他親手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活

動的場所，因此，澳門是辛亥革

命活動的首站。

一、孫中山先生以“醫術”

為“入世之門” ，也是革命活動

之始。

通過這段社會實踐，孫先

生的醫德醫術得到社會普遍認同，得到老師康德

黎的期許和愛護，從而結識澳門社會上層開明的

中、葡人士，如葡人飛南第、華紳吳節薇、曹子

基等，得到友誼、信任和口碑 (見《濠鏡叢報》

推薦及鳴謝啟事)。這就是革命力量的開拓與積

累。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孫先生在逃亡中先後

得力於葡人飛南第 (Francisco H. Fernandes) 和康

德黎的幫助和營救足可說明。

二、孫先生辦藥局，作為革命活動場所，意

志堅定。

根據以下史料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行醫濟

世，對醫局的開辦十分重視，除醫療需要之外，

實在是革命的需要，救國救民的需要。1986年他

在博濟醫學校認識豪俠仗義的鄭士良，大家都有

推翻滿清獨裁統治之志。1888年鄭士良輟學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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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同生西藥局，實際是一個聯絡會黨機關，被

推為三合會首領。
(4) 
藥局可以作為革命活動場所，

在孫先生腦海中打下烙印。因此他願排除經濟和

人事的困難，甚至逆師長意旨也意志堅定，執着

開辦藥局。及後他到廣州行醫，也要在廣州、中

山石岐兩地再辦藥局，也着眼為建立革命的聯絡

處。澳門中西藥局確係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革

命活動的一部分，因而說明

了澳門是民主革命事業的起

點站。其重大歷史意義已超

過孫先生在澳的任何其他遺

址。它突顯澳門在中國史上

的三大作用：中外交流的窗

口作用、橋梁作用和政治自

由空間的作用：

1）早在開辦中西藥局

之前，孫中山先生在澳門

經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陳

少白、尤列、楊鶴齡聚集於

水坑尾14號楊鶴齡寓所，抨

擊滿清的腐敗，鼓吹革命救

國。四人被稱“四大寇”，

該址被稱“四大寇堂”；除

了四人之外，還有陸皓東、

鄭士良、楊襄甫、尹文楷、

練達成等，也是孫先生來往議政的朋友。1890年

孫先生又主動致函香山退辭回鄉養病的官員鄭藻

如，就農業、禁煙、教育提出建議；1891年在香

港創立“教友少年會”，1892年間，在港成立“輔

仁文社”，先後又結識楊衢雲、謝纘泰、陳芬、周

超岳等愛國人士。孫先生自述：“我因此於大學畢

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

業。”
(5)
這些史料都說明，孫中山辦澳門中西藥局

之前，早懷救國救民之志，早見諸言論，辦藥局既

是決心的體現，也是救國救民行動的起點。

2）根據陳少白的回憶：“孫先生畢業後，他

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忽然被校長教

授知道了，就禁止他。”說：“你是第一屆第一

名學生，應該自愛。”
(7)
原來當年英國人的觀念，

醫生是崇高的職業，不應開牟利性質的藥局。但

實際上孫先生仍積極辦藥局，而且得澳門士紳借

出鉅款來辦。我們再從康德黎和他的師生情誼來

看，孫中山一再積極辦藥局，起碼得到恩師康德

黎的諒解，康德黎對孫中山的支持和愛護也飽含

對他的革命抱負的認同。

《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五輯》，〈盧函〉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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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在〈香山商會

函〉中追述說：“盧氏自過門隨夫，或在澳，或

在港，設立藥房，施醫藥，以革命救國救民為

實。”
(8) 
孫夫人當年正隨孫中山身邊，她的話應

有權威性，說明孫先生1892開辦中西藥局，贈醫

贈藥，實際上是掩護革命活動。

4）孫中山先生接着在石岐開辦藥局，經濟上

也頗困難，他的志同道合的“四大寇”之一的楊

鶴齡，曾變賣澳門龍嵩街一房子給妹夫吳節薇，

以支持中山石岐藥局的開辦，顯見藥局不是單一

的醫藥事業。
(9)

根據以上史料和分析，可以看到藥局的開

辦，一如盧夫人所言：實際是“以革命救國救

民為實”，因而中西藥局已不僅是醫生辦藥局的

事，而是聯繫革命志士、掩護革命活動的活動地

點。孫先生所謂以“醫術”為“入世之門”，其

實是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的開始。因此，孫中山

先生辦的三所藥局都是他最早的革命活動場所，

而澳門則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實踐的首站，意義重

大，況且辛亥革命的勝利是全亞洲建立第一個民

主共和國。建議必須保留澳門中西藥局，並與孫

先生其它遺址連成系統，作為澳門珍貴的全國革

命歷史資源、文化資源、旅遊資源，發揮更大更

好的對內教育、對外推廣的作用。

過去，為甚麼這重大意義強調不夠？如果我

們細讀孫先生的《倫敦蒙難記》就找到線索了。

由於孫先生在倫敦被滿清公使館人員誘入囚禁，

準備以“瘋人” 運回中國。他的老師康德黎是通

過正式的外交渠道、以法律為武器來營救他的。

因此，孫先生在《倫敦蒙難記》中，強調自己集

體上書的獻策等言論訴求，盡量不牽涉有關的暴

力革命，推翻現政府等激烈革命行動。

中西藥局原址論證的焦點：80還是84？

前面圖示的借據和廣告及聲明雖屬原始史

料，可惜都沒有中西藥局的準確地址。孫中山

先生現存鏡湖慈善會會史室兩張借據的原件中，

也沒寫明中西藥局的準確地址。但在現存的不同

的文字史料的叙述中，卻有相同的街道——草堆

街；卻有不同門牌的記載，一說是草堆街80號，

另一說是草堆街84號。因此成為今天我們要論證

的焦點。

一、草堆街80號說

1）《新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晚清史〉頁

206，註第1567條：《鏡海叢報》頁1893年12月9

日〈照譯西論〉：

(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 12月18日，孫

逸仙由澳門士紳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

1440両銀，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両，

共計3160両。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

藥局”向病人贈醫送藥，其住所即在仁慈堂

近鄰 (議事亭前14號)。 

   

2）盛永華、趙文房、張磊：《孫中山與澳

門》(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中為〈揭本生息贈藥

單〉的說明，即第53圖的說明：

 

1892年12月孫中山由澳門士紳吳節薇等擔

保，向鏡湖醫院借款銀1440両開設中西藥局，向

病人“西藥贈送”。中西藥局設於澳門草堆街

80號。         

 

3）《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頁47“中西藥

局”條。(《澳門基金會》，2005年)

 

中西藥局——孫中山先生早年開辦的藥

局。位於澳門草堆街80號。

 

4）陳占勤主編：《孫中山研究文集第二輯》

李文光〈澳門中山革命歷程中的作用〉，頁76 [見

圖5]：

用於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辦“中西藥局”

和贈醫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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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國父紀念館展覽廳的介紹孫中山在澳

門事蹟的文字，清晰叙述中西藥局的地址是草堆

街80號 [見上圖]：

在草堆街八十號開設中西藥局。

   

二、草堆街84號說

1）王文達《澳門掌故》，頁194 ，《澳門

教育》出版社1999年 (原稿1963於《澳門日報》

以“澳門掌故”專欄副刊連載)：

孫中山先生開始革命運動，托跡行醫時，

亦嘗在澳門草堆街八十四號創設中西藥局。

李文光：《澳門中山革命歷程中的作用》書照

臺灣國父紀念館展覽廳的介紹

 

2）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

譜長編》上冊，頁61 (中華書局

1991年)：

 

12月18日 (十月三十日) 在澳門

開設中西藥局[註2]，向鏡湖醫院借

到本銀兩千元。(《孫中山全集》第

1卷第6頁)

[註2]：中西藥局原址在澳門

草堆街84號，今為“大生匹頭” 

店。

           

三、草堆街80號理據有力，足

可證明。

筆者為兩說各列以上較權威性

的叙述，但經訪談、分析、相互印

證，則以草堆街80號說的理據有

力，84號之說非但理據不足，其

錯誤根源也得到澄清、訂正。

1） 2 0世紀 6 0年代初，譚基

先生委託馬洪先生收購草堆街80

號。當時馬先生女兒馬秀霞小姐託

我介紹馬洪先生認識業權人陳振華

先生。草堆街80號當年是蝴蝶匹頭

公司，收購後作為萬新匹頭公司的新址。馬洪先生

一次親口對我說：“在裝修門面時，在二樓騎樓處

發現“中西藥局”四個漢字”，他認為陳樹榮先

生所說中西藥局座落84號是錯的。(據陳樹榮先

生說當時他根據王文達先生在《澳門日報》連載

專欄資料，以梅士敏筆名寫了一編萬字論文，其

中 “今為大生匹頭 店” 七個字是陳樹榮先生自

己加上的。)

我把這消息告訴陳樹榮先生，並相約一起拜

訪馬洪先生。馬先生把所親眼見“中西藥局”四

個漢字的實況再復述一次，還帶我們走遍全屋，

特別介紹通出爐石塘的橫門，據說這有便孫先生

秘密會議出入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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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他聽馬洪先生的一夕話，陳樹榮先生再

採訪王文達先生，據說王先生也清晰指出中西藥

局正對一巷口，與金舖為鄰，那無疑就是80號，

也就與他84號的說法自相矛盾了。此後陳樹榮先

生也在本澳歷史材料中，發現更多記載中西藥局

原址是草堆街80號的。據說此後，他所撰寫的有

關文章，已全部改用草堆街80號了。

2）20世紀60年代前草堆街80號業主——蝴蝶

匹頭公司面積很大。東主全家長期住在屋內。根

據東主兒子陳振華先生叙述：他個人自小在草堆

街80號居住，長達十多年，從上一輩的叙述中，

十分清晰這曾是孫中山先生中西藥局的原址。據

他回憶，左鄰右里東興金舖熊家、泰發匹頭舖李

家、以及李桐牙醫、後門 (又稱橫門) 第一家鄧

先生等都肯定蝴蝶匹頭的前身，就是中西藥局的

原址，他們這幾家人均可證明。

3）我於2010年7月26日訪問陳振華先生親人盧

子安 (即草堆街80號另一業權人盧彪的兒子)，鏡

湖醫院醫生，自小也經常在蝴蝶匹頭店內活動，

即草堆街80號，也自小聽到這裡是中西藥局的原

址。 

4）草堆街80號比鄰78號東興金舖熊先生一

家，也是裡家外舖。我於2010年7月7日電話採訪

東興女少東熊姑娘。她自小在東興金舖內長大，

在鏡湖護校畢業後，一度回國服務，回澳後也一

直與熊家有密切聯繫。她母親熊老太2005年以百

歲老齡辭世。她家母親、弟弟都熟知毗鄰80號曾

作中西藥局。熊老先生常與孫中山先生飲茶的習

中西藥局橫門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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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夫婦與陳振華——草堆街80號業權人陳金良的兒子(後右) 

先生夫婦合照

作者訪問盧子安醫生——草堆街80號業權人盧彪的兒子

慣大家都曾經聽父輩講過。熊姑娘還記得多年前

陳樹榮先生曾訪問她娘家，求證80號是中西藥局

原址，還為她弟弟拍了照片。

5）我於2010年7月18日再與馬洪先生女兒馬

秀霞小姐談中西藥局的事，她記憶20世紀60年代

蝴蝶匹頭易主後裝修時，她曾親眼看到拆開有中

西藥局四個字的。她可以說是現存的目擊證人。

草堆街2號黃堯光師傅的建光裝修公司是當年

負責為馬洪先生裝修的公司。其兒子黃舜豪當年

十歲，鏡平學校學生，曾於課餘隨父親到草堆街

80號開工，他也是目擊中西藥局四字的人。據他

親口叙述：“這四個字是油在向街的兩窗之間的

一面向屋內的牆上，底色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藍

色，看得不舒服。”因此記憶猶新。

6）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

61的 [註2]，認為中西藥局原址在澳門草堆街84

號，今為“大生匹頭”店，是根據梅士敏早期論

文中的錯誤叙述的。

該書由研究孫中生和辛亥革命的權威學者陳

錫祺教授主編，分三卷。我於2010年7月8日晚上

通過長途電話訪問中山大學邱捷教授。邱捷教授承

認第一卷關於中西藥局部分正是他執筆的。他同時

找出《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和我對照原文。我詢

問他當年寫 [註2] 的依據。他記憶十分清晰，該書

第一次印刷是1991年，之前他們並未到過草堆街視

察。他僅根據“梅士敏”的文章來寫的，也就是根

據陳樹榮先生早期的文章。邱捷教授也是廣東省著

名的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孫中山和近代

史的專家。他聽了我所列舉的以上的例證，完全同

意中西藥局原址應是草堆街80號而不是84號。我向

他致謝，他卻一再向我道謝。

《孫中山年譜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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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六點，有力的人證、物證以及目擊

證人，足以證明草堆街80號確是中西藥局原址，

是孫中山先生最早的革命活動場所，是澳門目前

發現和保留的孫中山先生在澳門的遺址中最具歷

史價值的文物。我們應該保留並聯繫孫先生其他

遺址，充分利用其較大的面積，供陳列、參觀之

用。由於孫中山先生在國際、國內都具有崇高的

的威望，保留好澳門中西藥局，對內作為弘揚革

命傳統精神，教育市民、特別是教育下一代的基

地；對海峽兩岸作為共同開展歷史研究的遺址；

對外作為全球華人緬懷偉大的民主革命領袖孫中

山先生的場所；還可成為供世界遊客參觀的重要

景點，從而增添澳門國際名片的歷史文化身份。

(2010年8月16日定稿)                 

【註】

 (1)  (2)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頁90；頁91，1984

年。

 (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總理業醫生活史〉頁

15、16、10。

 (4) 《總理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週年紀念史略》頁8。轉引自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頁43、48。

 (5)  見1893年12月9日《鏡海叢報．照譯西論》轉引自《新澳

門編年史》第四卷頁206。

 (6)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115-116，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

中山年譜長編》第一卷頁60。

 (7)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略〉轉引自《孫中山研究文集》

第五輯頁284。

 (8)  鄭華冠：《盧慕貞自述難忘往事．答香山商會函》頁312。 

 (9)  見《百年人物》頁225。

孫中山中西藥局尋踪與保育

‧陳樹榮‧

撰寫本文緣起

今年5月9日傍晚，本人在澳門爛鬼樓的露天

雜貨攤，發現了幾件古建築構件，疑是草堆街80

號孫中山開辦的中西藥局遺址的建築構件。經追

尋友好人士，告知確是從那裡拆下來的，而早前

本人也曾聽聞80號將可能被拆建，這是非同小可

的文物保護大事。於是，本人立即致電鄭國強先

生，請他盡快轉告文化局局長吳衛鳴。

儘管那天是星期天，但吳局長聞訊，立即倍

同副局長陳澤成等人，驅車來到80號，與鄭國強

及本人一起現場尋訪。但可惜80號已關門，就另

覓地方，臨時開會，商討保護中西藥局的對策。

第二天上午，吳局長召開會議部署工作，隨後冒

着大風雨，與陳澤成、張雀橋及澳門博物館人員

等，到80號現場，實地堪察，現場錄影。下午，

文化局與多個民間團體組成草堆街80號關注組。5

月20日，召開了首次小組會；接着，第二次會議作

出決定，為深入考察研討幾個問題，安排9月18日

舉辦“草堆街80號論證會”，本人也應邀參加。

本人對孫中山開辦中西藥局的研究，是聯

同“孫中山與澳門”的研究課題一起進行的，始

於三十多年前，1986年有突破，主要是發現了

孫中山1893年在澳門行醫的重要材料，這是孫

中山早期活動的重要史料。據此資料，本人先後

在北京、臺灣、中山所舉辦的孫中山研討會陸續

發表有關研究成果。1990年，本人據新資料，寫

成了一萬五千多字的〈孫中山澳門行醫初探〉。

本文係因應本次研討會的要求，依據新舊資料而

寫成，主要探討孫中山開創中西藥局的年份、地

址、門牌、運作以及歷史價值，並探討中西藥局

遺址的文物保護與活化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