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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蚨祥、谦祥益、泉祥等老字号从周村走向各地

周周村村““旱旱码码头头””孕孕育育诸诸多多老老字字号号

1904年，周村与济南、潍县同时
被辟为对外通商的城市，此时，胶济
铁路已通车，便利的交通运输，特区
的优惠政策，吸引着各地投资者，仅
东门至车站的商埠区内，外资企业
就达到100多家，无限商机吸引着世
界各地的客商。

著名的英美烟草公司、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把目光锁定大街。至今
矗立在大街上的这栋中西合璧的欧
式建筑就是英美烟草公司的旧址。

最早引入中国的国外卷烟品牌
为美国烟草公司生产的“品海”，后
来主要经营地球、大连珠、刀等品
牌。191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入驻
周村，自此两家公司打响了争夺市
场之战。外国烟草的到来，使洋烟成
为周村一时的时尚，欧式生活情调
逐步被人们接受。

国外老品牌
扎根周村

在当今济南的芙蓉街上还残留着一处祥子号的老房子，仅存的几个字清晰可见地写
着“丝绸皮货…”。在济南市档案馆笔者还了解到瑞蚨祥、泉祥、隆祥等老字号在到济南发
展前，都曾在周村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1904年落户周村的英美烟草公司。 本报通讯员 张红霞 摄

“天下之货聚周村”

这些老字号在济南发展壮
大后，又以济南为基地闯津门、
进北京、下苏杭……实际上今天
行走在周村大街上，一座座鳞次
栉比的商铺，一个个耳熟能详的
名字，让人不禁沉浸在对当年商
埠繁华的追想中。

瑞蚨祥、谦祥益、泉祥、鸿

祥、瑞林祥等等，无一不是当年
天下闻名的大字号，闻名全国的

“八大祥字号”中的“七大祥字
号”是在周村完成了原始资本积
累，然后走向全国各地。

“周村大街”成就了一代
鲁商孟洛川的商海生涯，他创
立的“联号”经营方式，成为国

内外较早的连锁店经营的新
模式。在近代中国史上，周村
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
的工商业城镇，与其悠久的商
业文化和便利的交通是分不
开的。早在开埠(1904年)前，周
村这个济南东边的小城镇已
辉煌了数百年。

相关链接

周村为众多老字号发祥地

据资料记载，自明朝万历年
间起，周村就成为南北货物的中
转基地，清朝刑部尚书李化熙为
周村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
极推动作用，他和他的子孙前后
六代人，为周村商民“代商纳
税”，把皇帝赐予“今日无税”的
招牌发扬光大，直接促进了周村
商业经济发展。

及至清朝末年开埠，周村
商业呈现出“天下之货聚焉”
的空前繁盛局面。

1820年，章丘旧军镇人盂
毓溪投资四万两白银，在周村
万顺街开办恒祥布店，后为谦
祥益绸布庄，兼营颜料、染坊；
1835年，孟洛川投资二十万吊，
在大街北首路东，开设泉祥杂
货店，兼营茶叶；1862年，孟洛
川将周村泉祥总号和瑞蚨祥
总号迁往济南估衣市街，周村
成为分号。

短短几年时间，瑞蚨祥就
发展成为集布匹、绸缎、绣品、
首饰乃至钱庄等16家企业，30

家连锁分店，这些企业以周村
为根据地，以济南为中心，向
周围辐射。当时流行的“济南
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
辰”，周村商业之繁荣可见一
般。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红霞

古朴的周村大街。
本报通讯员 张红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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