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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原"中华老字号"王老吉"百年

基业长青"的不凡在程，也给国药行业的

做大、散久、做强提供普适之道， (岭南中

医药文库·产业系列》之《清凉好世界

活力王老吉》紧扣峙离中医药特色，以王

老吉横跨 3 个世纪的成长实践为研究对象，

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这一知名度和

美誉度摄佳的广东中药产业"翘楚"作了

深度案例式描述，全方位展示了广州王老

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怎样通过"药品+食

品"双轮发展的策略、自成体系的文化建

设、积久雨成的特色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以及创意卡足的品牌开发、智慧营销战略，

使广州排行"老九"的小型中药厂企业逐

步发展成为屡创辉建、据有持久扩张力的

广州医药制造业销售规模最大的企业，实

现了令业界"惊艳"的华丽转身。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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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力于企韭优势资涯、持续打造王老吉这块金字招搏，让这个

比可口可乐更早 58 年的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梦想之所以令

国人充满期待，是因为王老吉人提握机遇的敏感、勇于开拓

的精神及对王老吉未来发展的科学定位，完全能移民推企业

"从成功f1J卓越"。总之，本书在反映百年老字号重新焕发青

春活力真实经历的同时发现又在探索中国名企持续成长的一

般窥律方面做出了一定意义上的尝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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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在传统上是指越域、大庚、骑

田、都应、葫靖五岭以甫的边区。这个地

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声有特色，是我昌地

域文化中的重要分支。广东是岭南地区的

核心地壤，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

发展均走在地区的前列。在这里，传统中

医药以猩特的作窍深得人扪信赖，一直呈

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2006 年以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先后

出台了多个促进广东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文

件，提出要将广东从"中医药大省"建设

成为"中医药强省"这无疑为广东中医药

的腾飞增添了巨大的撞动力。其中， {也令离

中重药文库> (以下简称《文库汩的出般

就是一项具体的措施。遵《文库》编委会

之嘱作序，路述感言如下。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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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化发源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发源于中原一苦。

中医药学是从中原传人岭爵的c 晋代有葛洪、支法存、{串道

人等活跃于广东，蘑代开始有李喧《岭南脚气论》等以岭南

为名的方书，可见医学与i岭南挂钩， ùl令南医学成为中医药学

科的一个分支，为时至少已有千多年了。

晋唐时期，岭南的中医学就已经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例

如在研究当时流行的脚弱病(脚气病、维生素 BJ 缺乏症)

方面成果突出 O 唐代《千金要方》卷七论风毒状第一"论

日，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商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

渡，衣缕仕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

留意经方，铺善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

可克岭南医学善于创新。另外，从《千金要方上 《夕卡台秘

要上《肘后备急方》等书中还可见葛洪、支法存等对蛊毒、

沙虱热(恙虫捷)、要疾、丝虫、姜片虫等传染病有不少治

疗方药，对岭南热带地区传染病的研究成就亦较为突出。这

些成就不是由中原带来，丽是吸取多地民间医药精华，加以

总结得之。

宋代开始，岭南医学界人才辈出。先有陈昭遇，开宝初

年至京师为医宫。陈昭遇与王怀隐等三人历时 11 年编成

《太平圣惠方) ;又与刘翰、马志等九人编或《开宝新i羊定本

草》二十卷。绍兴年间(公元 1137 年) ，潮陆人刘由著的

《幼幼新书》为龄离JL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

宋代岭南己有国家级的医家出现。元ft释继洪撰 (d玲蔚卫生

方)，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宋代医家的经验方，标志着具有龄

南特色的方药学己韧步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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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清时期是岭南中在学大发展的年代。明代，有丘泼、

盛端明等有名望的医家出现;还有密江人王纶所著的《明医

杂著~ ，是其在广东布政司任内完成的;二代名医张景岳的

{景岳全书~ ，在粤地一再fp行传世。上述著作对龄南医学的

影睛很大。清代，对全国有较大影响的重家何梦瑶，被誉为

"南海明珠"赣州罗汝兰著《鼠在汇编~，丰富了对急性传

染病的诊治经验;清末，西洋医学传人我国，玲离首当其冲，

‘出现朱沛文等主张中西汇通之亘家。持南医学的中医小儿科

继续取得突出成就，在清代中期刊有了罗浮山人陈复正的

《幼幼集成》后，清末又有程康圈著《儿科藉要~ ，自博返

约，把儿科证候概括为八门(风热、急惊风、慢琼风、慢脾

芦t、脾虚、痞积、燥火、咳嗽) ;治法约以六字(子肝、扑

牌、泻心)，举一反三，给人以极大前启发。民国时期儿科

名医杨鹤龄继承程 eç学说，著 ()L科经撞述要》。杨民在育

要堂从十七岁起强立主诊病婴，每天巡视、处理危重病婴数

次，故育要堂可称儿童医院之雏形。他积累了丰富的治疗急

重病儿的经验，后来自己开盘，日诊部三百人。西医张公让

曾不断现察其诊证，亦深为藏跟其医术之精也!

而广东草药在清代至民国时黯也得到很好的整理，名作

有何克辣的〈生草药性备要上《增补食物本草备考》和萧步

丹的《岭南采药录》等，为中药材增如不少岭南草药品种。

上述可见，蛤南医学至清代挟其JI母离之特色己这相当高

的水平，但岭南医学之发展达到高峰期是在民国时期后，主

要是在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成绩突出 O 光绪三十二年(公

元 1906 年〉广州就有医学求益社之成立，梧当于今天的医学

会，以文会友，每月一次。被评得第一名者，发表论文于报

端。上月头名即为下一届选文的主审员，元形中开展学术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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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后继者有广1期医学卫生柱。民国后，学校教育开始举

办，著名的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与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均为龄南中医学界培养了许多人才。虽然民国时期受国民党

政府消灭中医的压追， {旦岭南医学学术仍然日益繁荣，影响

至香港和东南亚一苦。中医药为岭南人民健康事鱼立下了不

朽民功勤。

回顾岭南医学发展的踪络，晋代中J]'(移民，带来的先进

医术与持南地区重药相结合;宋代以后，长江流域的医药学

术带人龄富，又挺进岭离医药学的发展，加上自身的成就，

峙离医药学成为有被郁的拎南特色的重药学派。历史同时也

表畴，医药事业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当代广

东改革开放已先行多年，经济文化各方噩都打下了厚实的基

础，在有力的政策挂动下，聚集人才。可以寄望今后，龄离

中医药学必将产生飞跃的发展，实现中医药强省的吕标。

研究地方医药学，其实也是为中医药学事业整体作贡献。

自 1977 年美国恩格尔教授提出医学模式理论以来，西方墨学

正在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转变。其实我国传统医学一开始就重视今理、环境菌素，中

医药学研究还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时

闰因素，故应该因时、困地、国人制宜地去研究疾病王震防和

治疗。

对于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过各种讨论。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论述了四个

主要经济运域与人的性格和社会风俗前关系。西方的亚里士

多德也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审i度裙联系，认为地理位置、气候、



土壤等影嘀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也将地理环境看傲是精神的舞台，认为是历史

的"主要的商且必要的基础"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

进程。至于自然科学，虽然研究的是事物普遍的客观规律，

但科学也具有社会'挂的一面，客观规律在实际应用中总是有

着对特定时l哥、地点与人群的针对性，不同地远的客观条件

也对科学实践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喃。

医学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具有很强的社会住。医学技术

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 {13其实际应用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特点。

中医自古以来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注意地理环境、气候

与人的体景对疾病有医药的影响，提出了"因时制宜、困地

制宜、国人髓宜"的原赔。唐代《千金要方》指出"凡用

药，皆髓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膛，

臻理开琉，屠窍轻省，关中河北，土地附燥，其人皮最坚硬，

臻理闭塞，房药重复。"就是具体的倒子。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历史上开发的先

后，各个撞区医学发展水平不一。市每一个地这医学水平的

提高，往往也充实了中医药学理论的实际内涵。元代朱丹溪

对南方人体质和疾病的认识，就很好地补充了此前以北方经

验为主的医疗知识。明清时期江南瘟疫流行，又提使了温病

学派的形成。岭南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疾病谱也有特殊

性，药材资摞又相当丰富，若揭以认真研究，完全有可能产

生创新性理论。每一个地区中医药特点的形成，必然是对传

统医学理论的继承性与实际运用曲创造在梧结合的结果。小

的突破，至少丰富了中医临床的风格，增起了地方性的应用

经验;大的突破，有可能形或薪学说，带来整体性的变革。

所以，研究地方医药学，其意义同样是相当深远的。

5 



现代中医药研究，必须坚持以临床为出发点。近代持南

有许多临床水平出众的名医，钦营国内外。现代岭南中医药

发展应继承这一良好传统，事1l好临床学术的传承。建设中医

药强省的文件中很重视对名墨学术的整理和对基层中医的培

训，是十分有远见的。本套《文库》也注重对当代名中医学

术经验的整理，这斡整理就是学术传承的一种方式，并可为

更多临床中医提拱参考。

另外，岭南中医药的发展也应加强理论的研究。岭南医

学发展页程如果横向比较，有全国影响或有重大突破的中医

学理论著作还是不多的。这也许与以前岭南远离北方的传统

政治文化中心有关。但在学术交流频繁、信息渠道通畅的今

天，要想、中医药理论有大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加强研究，提

高水平，要对临床经验进行凝练和升华，对中草药理论进任

务实的思考。近年，我们提出的"五蛙梧关学说"就在全望

引起较大的反响，并被纳入国家"九七三"计划中医药理论

基础研究专项。在处于思想解放前沿的广东，完全应该迈出

更大的步伐，促进中医药理论的现代化。

现代中医药的研究，又完全可以在用最新科学技术。葛

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蓄治疗芜疾，经过多年的不断研

究实践，吕茵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筑在新药。中医药治

疗艾滋病、 SA邸，在!自床有效的基础上，对其机制的深入研

究有助于阎明其科学原理。 但这种研究必须坚持中医药学主

体性和中医药理论的主导性。

同样，现代中重药的发展也离不开产业的支持。广东中

药产业有着非常好的基础，中药的种植和中成药的生产销售

清
凉
好
世
界
活
力
王
老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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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之一c 正像员国时期剖立广东中医

药专门学校的能辈所说"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现

在已远不止此数了) ，民生国课，多给于斯。"产业的发展既

带君主了地方经济，又为中医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

究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策略，也是重要的课题。

《文库》囊括了薛述各方面。这些学术、临床、科研及

产业等的成果和经撞得以系统整理出鼠，是JIi令离中医药界的

盛事。蛤南先贤梁启超先生诗云"世纪开新幕，风黯集远

洋。"相信《文库》能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汇集新知，刊布

精义，成为 21 世纪i岭南中医药腾飞的基石!是为窍。

• 
句钱i~
2∞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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