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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民·叶开泰始创于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与同仁堂（创立于１６６９年）、陈李济（创立于１６００年）并称为中医药界
的“初清三杰”。再加上后来的胡庆余堂，被称为“中国四大药号”。３７８年来，健民·叶开泰虽然历经坎坷，但“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发展势头不减当年，反而更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健民·叶开泰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正

是有着这样独特的文化，健民·叶开泰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彰显其不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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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叶开泰是我国中药行业的著名老字号，
始创于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至今已有３７８年的历
史。其创始人为湖广名医叶文机，叶开泰乃取“叶家

药号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之义。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日，因历史原因由叶氏家族经营
了３２２年的叶开泰药号制药工厂，改名为“私营武汉
市健民制药厂”，“叶开泰”第十代传人叶蓉斋出任

董事长。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日，实施公私合营，改名为
“公私合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１９８７年 ５月 ２５
日，武汉市政府批准健民制药厂恢复“武汉市叶开泰

制药厂”的名称，并实行双厂名运作。１９９３年，随着
股份制改造浪潮来临，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并于 ２００４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世事变幻，然而健民·叶开泰一直屹立不倒，虽

经历波折，亦是久盛不衰，声名远播。除了得益于健

民·叶开泰制药技艺的精湛、炮制方法的独到之外，

也跟健民·叶开泰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

健民·叶开泰最早提出了“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

天知”的说法，这一理念现在成为了全国中医药界的

共同信条。此外，健民·叶开泰还提倡“不治已病治

未病”，作为以售药为盈利手段的药店，却告诫大家

注意防病养生，实属不易，体现了健民·叶开泰济世

为怀的大义。不仅如此，健民·叶开泰世世代代都

秉承着“遵古宜今、虔诚修合、宁缺毋滥、不好再来”

的堂训，从选材到炮制均一丝不苟。

这些思想与理念都构成了健民·叶开泰所特有

的企业文化体系。从“优质、信誉、求实、创新”“关

注民生、健康民众”到“健天下，民为贵”、努力打造

“情义健民、精诚精神、福祉健民”，致力于成为受人

信赖的以儿童、妇女、老人健康管理为己任的国医药

资资源整合平台。

无论古今，健民·叶开泰的企业文化都一脉相

承，决不可割裂而论。正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魅力，才

能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他传承的、承载的、倡导的都

健民·叶开泰对社会的责任。

１　追求品质是健民·叶开泰的立足之本
品质是药的灵魂。品质优良，能药到病除；品质

低劣，轻则久服无用，重则毒害病患。好的品质不仅

使顾客受益，也能增强顾客对企业的信任，这对企业

的长远发展可谓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健民·叶开泰从创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品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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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制药的每一个环节上。

１１　选材　健民·叶开泰甄选原材料时十分讲究。
例如，选用鹿茸时，只挑东北梅花鹿的关茸；酿制虎

骨追风酒时，其虎骨一定要选购前有凤眼后有帮骨

的腿骨来炖制虎胶，并要配以高度汾酒；制造参桂鹿

茸丸时，要选购一等石柱参、正安桂和马铌茸，辅以

高丽参；制造八宝光明散时，所用麝香必须选购杜盛

兴的，冰片则一定要选百草堂的……诸如此类，不一

而足，可见健民·叶开泰对原材料质量的重视。

１２　炮制　炮制过程也要严格按照配方和操作规
程，这些全都有明文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例如，

制丸药一定要“炒老烘干”；再如制药酒，必须浸泡２
年以上；又如每年入冬熬胶，时间长达２个月，除每
种胶都用上等原料外，其中龟甲浸泡透以后，要一块

块刨去黑壳皮，又经日晒夜露，消除腥味。正是这样

的一丝不苟，才能造就高品质的成品。

２　恪守诚信是健民·叶开泰的底线原则
诚信经营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健民·叶开

泰眼光长远，深知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计，绝不为眼

前利益而道德沦丧。四百年来，健民·叶开泰诚信

经营，原料上乘，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在消费者心目

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只有诚信经营，才能为企业

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健民·叶开泰的诚信还表现在为人处世上。

１９３８年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叶开泰族人大量
出逃避难，其中第十六代传人叶元喜在重庆期间，假

借开设分店的名义，骗取逃难湖北同乡存款３５万
元，前往香港做投机生意，挥霍殆尽。抗战胜利以

后，叶开泰为了维护声誉，将钱款分文不差地还给了

债权人。

３　创新制度是健民·叶开泰的发展动力
健民·叶开泰对于配方和操作规程都有严格规

定，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药品生产的质量。除此之

外，健民·叶开泰的历代传人在经营方面也都有各

自的独特手腕。

３１　经营制度　叶宏良（健民·叶开泰第三代）善
于理财，勤于治家，将儿子叶廷芳（健民·叶开泰第

四代）教养成人，以科举入仕。叶松亭对做生意颇有

经验，从原籍所在地将家产拆分，回到武汉整顿业

务，再加上做官所得的收入，扩充店房，增加人员、货

源和设备，以汉阳黄陵购买田产，建祠堂落籍。为了

便于向仕途发展，叶松亭开始雇用经理主持店务，开

创了经理人制度，他官运亨通，曾官至诰受中宪大

夫，助长了叶开泰的声势和发展。

从健民·叶开泰第八代传人叶笙林（１８５８年）
开始，正式明确执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即只当东家，

而不当掌门，掌门全部从社会上聘任有中医药管理

经验者担任。叶氏家族只是每年年终算账分红，日

常经营管理全部由掌门负责，从此，叶开泰走上兴盛

发展时期。

１９１２年，第九代传人叶凤池对健民·叶开泰实
行了股份制改革，创立了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和分配

制度。管理人员、技术员、普通员工皆可以工龄和工

资、资金入股，使员工从雇佣者变为股东。健民·叶

开泰是我国近代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之一。

３２　用人制度　健民·叶开泰提倡任人唯贤，不拘
一格遴选出类拔萃的人才，主张在店员中平等竞争。

对店里所聘用的人员，常以较丰厚的薪水调动其工

作积极性。平时对生活困难或急需要用钱的职工，

账房可预先借支，以救危困之急。在订立用工合同

中，劳资双方根据工作需要和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

合，都可享有据理延聘工作或辞聘职务的平等权利。

本着“在叶开泰不穷，出叶开泰不富”的人道原则，

健民·叶开泰吸引了全国同道荟萃，广纳省内外制

药技术人才。这些人不仅为健民·叶开泰创造了财

富，而且为保持健民·叶开泰传统中成药品的生产

和开创名牌产品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４　医优则仕是健民·叶开泰的崇高抱负
古语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然而健民·

叶开泰“医而优则仕”，自第四代起，每一代传人皆

有为官，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与民为善，造福社会，

缔造了“既为良医，又为良相”的传奇。

叶廷芳（第四代）官至诰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

大夫、建威将军。

叶继雯（第五代）官至刑科给事中，授内阁中

书。朝廷进奉文字，大多出其手，由此为大臣阿桂所

赏识，大学士王杰、刘墉皆倚重之。后累擢刑部郎

中，居住于北京湖广会馆。所作之诗，纵横跌宕，博

学嗜古，收藏有数万卷古籍。著有《?林馆诗集》

《读礼杂记》《朱子外纪》等。乾嘉年间，与陈诗、喻

文鏊并称文坛“汉上三杰”。

叶志诜（第六代）入翰林院，官至国子监典簿，

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其学问渊博，游学于翁方纲、刘

墉门下，长于金石文字之学，能辨其流，剖析毫芒。

收藏金石、古铜器、书画、古今图书甚富，著有《神农

本草经赞》《咏古录》《识字录》《金山鼎考》《寿年

录》《上第录》《稽古录》《平安馆诗文集》《简学斋文

集》等。

·４９７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１



叶名琛（第七代）乃叶名澧兄长，历史上最为出

名。他科举入仕，先任广东布政使，后官至两广总督

兼钦差大臣，为南国封疆大员，其后又擢授体仁阁大

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叶名琛在印度加尔各

答慷慨就义，被人称为“海上苏武”。受到叶名琛事

迹的影响，健民·叶开泰声名鹊起，全国上下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逐渐走向鼎盛。

５　积善成德是健民·叶开泰的最终归宿
当年叶文机创立叶开泰药号，其寓意为“叶家药

号开业，只图国泰民安”，这就注定了为国家、为老百

姓服务是健民·叶开泰不可推卸的义务。

早在创立叶开泰药号前，叶文机就跟随父亲叶

神仙四处行医，哪里有灾厄，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叶氏父子医术高超，深得简亲王赏识，并受到其资

助。此后，健民·叶开泰秉承了创始者的精神，把回

报社会作为经营药店的最终归宿，时刻不忘“饮水

人”。对于没有钱买药的穷人，健民·叶开泰会施舍

医药；当岳阳等地发生灾难时，健民·叶开泰还会派

人前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救济灾民。健

民·叶开泰还组建了武汉市第一支救火队，保护老

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６　勇扛大旗是健民·叶开泰的理想信念
健民·叶开泰不愿做第二，只求第一，因而凡事

都希望做到最好。健民·叶开泰通过大量蓄积资

金，跻身行业魁首之位，引领着所有中医药界同仁弘

扬中医药文化。

６１　家财万贯，富甲一方　经过创业初期的财富积
累，健民·叶开泰拥有大量的财产。北京湖广会馆，

有２００年历史，建筑面积２８００平方米，是北京著名
建筑之一，曾被誉为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建筑之一。

湖广会馆原是叶继雯私宅，也是健民·叶开泰在京

城的联络会馆。除北京外，健民·叶开泰在汉阳、广

州都有房产、地皮。此外，还收藏有书画、古玩等物

品，其价值多达白银３０余万两。
６２　行业老大，独领风骚　１９世纪，在汉口药材行
没有专业会馆，当时药帮会决定重建三皇殿，以作同

业会馆。健民·叶开泰为了取得八大行中的地位，

出巨资援建三皇殿，并在落成后为叶名琛之妻叶汪

氏作寿。由此，健民·叶开泰取得了行业领先地位。

清同治、光绪年间，汉口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药

材集中市场之一。其时药材质量分上中下三等，上

层为“提面”，下层为“底子”。每当药材交易开市，

一般不开秤，一定要请叶开泰的管事来宣布开市。

选购药材时，叶开泰管事会说“把‘面子’给我叶开

泰”“叶开泰只要面子”。“面子”即上层最好的药

材。因此，“要面子”“给面子”的说法就流传开来，

可见叶开泰彼时风头正盛，无人能敌。

６３　坚定拥护，弘扬文化　作为中药企业，健民·
叶开泰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医药文化。１９２９年，健民
·叶开泰发起并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废除中

医的运动。当年汪精卫伪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

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余岩借势发难，上书

中央卫生委员会提交《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

障碍案》，力主禁国医引西医。健民·叶开泰闻讯

后，时任管事陈让泉连同其他两位情愿者赴南京请

愿，于行政院议事厅中余岩舌战，据理力争，最终迫

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

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

同年，健民·叶开泰参与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

代表大会，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

以防经济侵略”的主张，得到与会１５个省１３２个团
体代表共计２６２人的一致拥护。迫于压力，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最终于次年举行第２２６次政治会议，正
式确立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从此，健民·叶开泰在

中医药界中的领头地位更加巩固，生意也愈发兴隆。

正是因为健民·叶开泰有着上述特点，才造就

了其在中医药界的翘楚地位。“健民·叶开泰”在

近、现代３７０多年的发展史，就是祖国传统中医药在
近、现代的发展史。然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健民

·叶开泰的历史与文化远不止文中提到的这些，还

有许多更为深刻、更为细致的部分，有待我们去挖

掘。健民·叶开泰还将秉承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

富，欣欣向荣，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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