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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的山东省国货陈列馆

□韦钦国

济南最早的博览会

1913年，山东拟举办“山东全省
物品展览会”并成立了筹办机构。筹
办期间适逢受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
河通航，美国政府为庆祝运河开通，
决定1915年2月在旧金山举行博览
会，北洋政府受邀后决定参展并“催
办各省出品”。

因“山东全省物品展览会”与这
次博览会举办时间相近，且都是征
集优秀展品，组织人员又有部分交
叉重叠，为节省费用，将两个组织机
构合而为一，名曰“山东展览会兼办
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山东巡按使
蔡儒楷为会长。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14年6月15
日“山东第一届物品展览会”在济南
开幕，这也是济南最早的博览会，举
办期间观者如潮。当时的《山东日报》
载，“至园门外，马龙车水，途为之塞。
游客联翩，趾踵相接。”天津《京津时
报》评论：“各县呈送物品有数千百种
之多，无美不收，可见山东工业暗中
之进步。种类繁多，实难细数……俾
参观之人，诧为见所未见。”

展览会为期一个月，最后评出
金牌褒奖120名、银牌褒奖295名、铜
牌354名、证书褒奖384名。“对于陈
列物品中品质精良并宜于海外贸易
者，特别选择200余种以备远赴巴拿
马赛会。”山东第一届物品展览会确
实承担了为巴拿马赛会选拔优秀展
品的功能。今天人们仍然熟知的宏
济堂阿胶、张裕葡萄酒、博山瓷器
等，均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一等金牌奖，成为山东最早的一批
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民族品
牌。

1927年至1937年间，国内局势
相对稳定，山东等地商业、外贸等较
之前都有了明显恢复与增长。南京
国民政府为振兴国货，先后组织举
办国货展览会、设立国货陈列馆等
支持扶植措施，山东省国货陈列馆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设的。

山东南北适中，水陆发达，物产
丰富，历史上更有重商传统。清代后
期省会济南形成了以“五大行”为代
表的商业体系，一批爱国民族资本
家心怀“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的
理念投资建厂，实业强国。

1928年《历城县乡土调查录》
载，(济南)“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
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具
备了举办国货展览的基础条件。
1929年7月，山东省工商厅根据国民
政府工商部指令，着手准备山东省
国货陈列馆建设事宜，邵秀峰、郭存
泰先后任馆长，但都因经费缺乏而
无实质推进。

1930年9月，韩复榘出任山东省
政府主席后，山东省国货陈列馆筹
建一事再度提上日程，韩复榘任命

王芳亭为农矿厅厅长，王芳亭又任
命第四科科长张启元兼任国货陈列
馆馆长，成立了由各方面人士组成
的15人筹备委员会。鉴于1914年山
东曾成功举办第一届物品展览会，
筹委会萧规曹随，效仿前次展览会
拟定了《规程》《征品规则》《审查出
品规则》《参观规则》《附设售品部规
则》《附设商场营业规则》等系列章
程。

国货陈列展连办多年

现在济南有多个规模不一的综
合及专业性展馆，可以满足不同内
容、不同规模展会的需要，但在近百
年前济南并无专业性展馆，山东第
一届物品展览会的展馆，就是花费
9000元在商埠公园新建的。

出于成本考虑，山东国省货陈
列馆最初选择的是济南市纬六路上
原山东商品陈列馆，但其房舍狭窄
且原建筑在“五三惨案”中被摧毁殆
尽，筹委会没有筹集到足够修缮款

项，此方案被放弃。后来又拟选择济
南市纬三路刘子山楼房(刘子山，山
东掖县人，东莱银行董事长，当时全
国各地多有房产)。又因中原大战爆
发，房屋被中央陆军医院占领，此方
案因而流产。1931年才选定劝业场
两座闲楼作为山东省国货陈列馆，
场馆问题得以解决。1931年3月，筹
备委员会迁到这里办公，加快了项
目进度。

筹委会迁址办公后首先做的是
修缮馆舍、添置橱柜展架，将前楼全
部、后楼上部腾空用于商品陈列，后
楼底部用于招待、办公、储藏、工作
人员宿舍等。与此同时，依《实业部
修正国货陈列馆规程》制定征集实
物的具体办法，因1914年山东第一
届物品展览会上获奖商品知名度日
增，销售大涨，生产商从参展中得到
了商机和实惠，所以本次征集展品
并未遇到太大困难，主要物品来自
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等50余地。济
南因有省会和地利之便，出品近200
种，是山东各地出品最多的城市。本
次展览虽名为山东省国货陈列，但
附近省市包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
出品亦有参展，省内省外参展物品
近3000件。

征集到优秀展品仅是第一步，
成功的关键在于陈列布局。1914年
举办第一届物品展览会时，主办方
将展品分成十类，这次筹委会对原
有分类进行了改进，将出品“分成农
林品、矿产品、染织工业品、机制品、
手工品、教育用品、艺术品、饮食品、
医药品和工业原料品等十一类，分
别陈列于架上或橱中，并附具标签，
注明出品之名称、商标、价值和商号
等”。本次部分类别名称与上次名称
不同，但征集对象实则相似，“染织
工业”“教育用品”“饮食品”三类无
论名称还是内容都与上次展会完全
相同。

展品征齐、陈列就绪、安全到
位、人员齐备，山东省国货陈列馆于
1931年10月19日上午开幕，此时距
最初筹备已过去两年有余。开幕这
天恰逢农历九九重阳节，秋高气爽、
天朗风轻，当时有数百人出席开幕
式。此时，山东农矿厅已更名实业
厅，仍任厅长的王芳亭主持开幕式
并致答谢词，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
代表韩复榘宣读训词，省政府党务、
财政、教育等部门厅长依次致词，内
容大都是倡导实业富民、实业救国，
弘扬国货、多用国货之类。开幕式后
嘉宾率先进馆参观，下午陈列馆对
外开放，万人涌入，观者如潮，“极一
时之盛”。

本次国货陈列举办时间为期一
个月，展览结束后山东实业厅厅长
王亭芳指派由来自实业厅、企业等
各界的24名知名人士组成审查委员
会，对所有物品逐一审查打分，评定
等级优劣，90分以上者颁发特等奖，
特等奖共颁发42张，济南得19张，获
奖最多。

自此，国货陈列展逐年举办且
每年展品都进行更换，每次参展者
热情高涨，观者熙来攘往，每年展览
结束都对各展品详加审查选优颁
奖。1995年12版《山东省志·医药志》
载，“1935年，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医
药品组，由王瑞府、韩郁文、江豁然、
刘资瞻、韦继贤5人审查中药157种，
按质量评定分数……济南市万年
堂、济生堂、宏济堂获特等奖状。”

山东省国货陈列馆所展出品均
优中选优，初时仅用于展览而不对
外销售，但不少市民与观者都希望
能够购买到所展出品，筹委会考虑
到陈列展示旨在促进国货发展、服
务大众，所以应公众诉求1931年首
次展览结束后设立了临时竞卖场，
1934年5月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又专
设售品部，“代售陈列满一年、出品
人委托代售以及与厂家寄送的与陈
列品相同的国货商品。”

促进山东国货质量提升

山东省国货陈列馆能够成功举
办与三个人分不开。

其一为韩复榘。韩复榘系当时
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没有他的实际
支持国货陈列馆很难成功举办。韩
复榘本人比较支持国货，“除提倡一
般民众用国货外，对其公务员更要
求用国货”。

为“提倡国货，振兴商业”，1932
年10月韩复榘设立山东省劝业场。
1934年6月又命令财政厅拨款两万
元建成国货批发所，专门为国货商
场内的商户采办全国各地国货，供
其发售，兼营零售，山东省国货陈列
馆事实上已经超出山东出品的范
围，变成了国内多地国货交流售卖
场所，故能日益发展壮大。

1934年12月1日《山东民国日
报》报道了韩复榘就购买国货发表
的一段讲话：“如今世界潮流，科学
进步，工商业竞争，我国事事落后，
因为工商业不如人，每年才有几万
万的入超。流出去的钱是哪里来的？
都是中国人的……以后，无论个人、
家庭或是所在的机关，凡本国有的
东西，不管是好点坏点，钱贵点贱
点，还是用本国的好。因为少买一点
外货，钱少流出一点，国家就多一点
生机。望大家觉悟，猛省，努力实
行。”

其二为王芳亭。王芳亭早年毕
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政府
时期曾任陆军部总务厅长等职，后
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韩复
榘主政山东时任省政府委员兼农矿
厅厅长。陈列馆选址遇到困难时，正
是王芳亭选定了位于济南趵突泉前
街路南、上新街和南新街之间的劝
业场内的两座闲楼，呈请省政府将
这两座楼及楼前空地一并划归山东
国货陈列馆使用，解决了困扰已久
的选馆难题。

其三为张鸿烈。1930年9月张鸿
烈随韩复榘来到山东任建设厅厅
长，张鸿烈注重实业，在任期间兴修
水利、筑路开矿、开发电力等。《1934
济南大观》载，“自张鸿烈任建设厅
长以来 ,在短期3年中，对建设之发
展推进不遗余力，而其中之特殊建
设有为他省所不能及者。”1934年12
月张鸿烈倡导将劝业商场改组为国
货商场，“令场内商人一律出售国
货”。山东省国货陈列馆从1931年10
月开馆一直持续到1937年底，因日
军占领济南山东国货陈列馆被迫停
办，前后实际存续六年。

20世纪上半叶山东举办的两次
国货展览会都取得了成功，尤其是
山东省国货陈列馆举办周期长、展
示商品多，促进了山东国货质量提
升，参展企业竞争意识增强，新的商
业理念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实业救
国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但也应当看到，当时参展物品
多是传统手工制品，现代工业制品
占比较低，这与当时我国工业发展
水平整体落后有关，但山东省国货
陈列馆存续的六年间，对推动国货
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正向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山
东曾于1914年和1931年
两次举办规模较大的国
货展，两次展览相隔十
余年，虽然时代背景不
同、组织机构有异，但初
衷都是为了发展国货、
振兴国货，促进山东经
济与实业发展。

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向参展

企业索要的价目表单。

1931年的山东省国货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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