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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慈城冯家 药商为本
打破“富不过三代”怪圈

千年医药世家
出了个传奇浙商

北京同仁堂，是慈城药材商乐尊育于清康熙八年
（1669年）在京城前门大栅栏开设的药铺。乐尊育乃明代
永乐年间被称作“串铃医”“走方郎中”乐良才的曾孙。乐
良才后人在明末创建过中药铺“万金堂”，这家设在北京
的中药堂颇有影响。

而在省内，杭州除了由慈城药材商掌控经营权的胡庆
余堂外，还有影响不小的九德堂、翁长春堂等，都由慈城药
材商开设与经营。宁波冯存仁堂创业者冯映斋亦是慈城
人，他长年累月深入陕西、四川一带偏僻山区采购药材，行
销于上海、宁波等地，并在康熙初年（1662年）开办冯存仁
堂于宁波的新街，他的后人冯云濠扩大了冯存仁堂的事
业，在宁波药行街开设“冯万丰”药号，其信誉佳，影响广，
以至于甬上许多药材商靠“冯万丰”批发运销而发财。“冯
万丰”药号一度成为浙东最大的药材批发与销售中心。冯
云濠的侄子冯吾楼还将冯存仁堂经销的药材扩展到香港
等地。

“慈城药材商世代薪火相传，父子相继，兢兢业业，艰
苦奋斗，为中国药材业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们应该
为在中国药业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慈城药材商大书一
笔，并为浙东商贸文化中有这样灿烂的篇章而深感自豪。”
徐定宝说。

3慈城药业为何长盛不衰？

连绵千年的慈城药业为何能薪火传承、长盛不衰？张
明认为，这要从慈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去探索，
原因有三：

一是慈城地狭人众，自古以来有向外求生谋利的传
统，在重仕轻商的古代都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不为良医
即为良商”的小环境，使人乐于从商，善于经商。

二是慈城“田家有子皆读书”，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
高，而药业经营需要较高的文化基础，慈城的药商和药业
从业人员因文化发达而产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

三是自北宋以来，慈城冯氏家族五马桥支系即以经营
药业致富，历千年而不衰。药业的丰厚回报和利润使众多
乡人为之向往，因此许多家族举合族之力经营药业，如董
家、陈家、缪家、叶家、王家等都是这样。其强大的家族资
本和良好的望族信誉使之长袖善舞，屡战屡胜。而以孝义
著称的慈城人，其特有的平和谦顺和诚信之道又获得社会
广泛认同，于是自明至清延及民国，慈城药商的事业和影
响日益发展，终于形成了与山西平遥票号、安徽徽州盐商
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专业商帮。

《鄞州文史》主编、我市著名文史专家戴松岳认为，冯
根生是冯氏家族和慈城药业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宁波帮
的杰出代表，“能够立足传统，与时俱进，让企业扭亏为盈
并屹立30年而不倒，冯根生的确是一个传奇。”

BB“狂商”
冯根生的传奇一生
马云：他自己
也是一味改革的猛药

冯根生，中国青春宝集团原董事长兼总裁。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之前，他率先
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
资”。曾获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冯根生，中国青春宝集团原董事长兼总裁。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之前，他率先
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
资”。曾获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末代学徒末代学徒
冯根生出身于医药世家，14岁时进入胡庆余堂

做学徒。杭州城解放后，他成了胡庆余堂的“末代
学徒”。在三年的学徒生涯中，他汲取了足够多的
医学养料，为他以后在中药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1972年，杭州市在原胡庆余堂制胶车间基础

上，创建杭州第二中药厂，冯根生出任厂长，并迅速
将一个作坊式的中药加工厂发展成为中国中药行
业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之一，被国家医药管理局
命名为“全国中药行业样板厂”。

1992年，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基础上，冯根生
创建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

“狂商”冯根生

“狂商”，是香港媒体送给冯根生的一个称号。
而纵观冯根生的一生，他至少“狂”了7次。

第一次是1978年，青春宝抗衰老片虽通过药
理检验，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获得生产批文。坚
冰未破，冯根生怕错过药品推出最佳时间，毅然决
定先投产。

第二次是1984年，冯根生向旧体制发出挑战，在
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先试行干部聘任
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

“铁交椅”“铁工资”。同时打破传统的医药企业供销
模式，建立了企业自身完整的供销队伍。

第三次是1991年，面对名目繁多的对国有企业
厂长的考试，冯根生率先“罢考”，引发一轮轩然大
波。最后，在《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下，全国范围
内掀起了一股“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

第四次是1992年，青春宝受困于机制，发展缓
慢。为此冯根生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并让外方控
股。与当时大多数合资不同，冯根生独辟蹊径采取
了母体保护法，保留品牌，总资产重新评估，只将其
核心部分与对方合资。此举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
第五次是1996年，冯根生在胡庆余堂濒临倒

闭、负债近亿元的情况下接手。儿子兼并老子，一
时传为美谈。

第六次是1998年，青春宝改制，实现“工者有
其股”，冯根生作为经营层，必须持有2%的股份，折
合成人民币是300万元。但以冯根生的收入根本
买不起，这就引发了著名的“冯根生难题”。为了改
革成功，冯根生一咬牙，向银行贷款270万元，再加
上家庭所有的积蓄30万元，买下了股份，使改制工
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七次是2000年，冯根生再次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身价几何？冯
根生要“量化”一下。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最
后作出评定：冯根生的贡献价值是2.8亿元人民币，
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元，其管理要素对效益的综
合贡献率是15%—20%之间，现阶段是18%。

对于“狂商”的称号，他是这样说的：人是一口
气，如果没有这一股子狂气，冯根生也就不成为冯
根生了。

2010年8月，冯根生宣布正式退休。之后，罹患
帕金森病多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一
位医生告诉记者，一年多前他参与老先生的会诊，当
时老先生因反复感染入住感染科，身体状况不佳。

冯根生在邵逸夫医院住院期间，浙商朋友们曾
去探望。彼时，被帕金森病折磨多年的老先生已难
以和老友互动。

2015年10月，浙商总会成立，马云当选首届浙
商总会会长，冯根生被聘为浙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
顾问。马云和冯根生的交往，此前还有不为人熟知

的一段。就在西湖边的三台山路上，马云和丁磊、
冯根生、沈国军等7人曾一道组建了江南会。

昨天上午，马云在总会理事的微信群中对冯根
生的逝世表示悼念。他写道：“冯董事长是江南药
王，也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我的榜样。他不仅把中
医药发扬光大，而且他自己也是一味改革的猛药，
他的勇气、远见和担当，是我们浙商的经典代表。
在我早期创业时，他还几次指导、鼓励过我。冯董
事长，一路走好。”

记者 童程红 实习生 姚青云 姚梦露 整理

罹患帕金森病多年

青年时期的冯根生

◀冯根生在慈
城寻根，了解慈城冯
家家族史。图片出
自《午年望族慈城冯
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