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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盛锡福，
脚踏新盛泰，手戴亨
得利……”这段老青
岛人朗朗上口的顺
口溜，是青岛城市记
忆中的辉煌一瞥，帮
我们回忆起那些曾
在青岛商界独占一
方的老字号们。

老字号的背后，
是20世纪初在青岛
扎根立足的商人群
体。他们来自中国
的天南海北，以同乡
为纽带在青岛形成
一个个实力庞大的
商业团体。

动荡乱世，商海
沉浮。旧时青岛的
各大商帮见证了青
岛城市的成长，他们
在商海中睥睨天下，
于乱世里纵横捭阖，
书写了一段激荡的
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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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新热土
岛城商界“三足鼎立”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给清王朝造成了
严重的海疆危机，清廷在组建近代海军的同时加强了
沿海各口岸的防备力量。1891年，清廷命章高元率四
营清兵移防胶澳，青岛建置自此开始。

截至 1897年，青岛口仍是一个传统经济为主的地
区，据同年出版的《海云堂随记》记载“本口原有商铺四
十九，今为六十五家……一荒陋渔村，一变而为小市
镇”。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中两名传教士被杀，
悍然出兵胶州湾地区，次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德国强租胶州湾。

随着德国宣布青岛作为自由港对全世界开放，外
地商人循着商机纷纷来到青岛，其中尤以山东商人为
甚。地理邻近青岛的胶东各县是在青山东商人的主要
来源地，形成了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即墨三
个主要山东商人群体。

20世纪初，黄县商帮是在青山东商人中实力最强
的，通过振昌德、东兴祥等商号垄断了青岛的纱布产
业，在杂货、印染等行业黄县帮也有较强影响。黄县帮
地位的奠定，离不开其灵魂人物——傅炳昭。

傅炳昭1865年生于黄县，早年赴南洋商业考察，还
曾在日本经商。青岛建置后傅炳昭来到青岛，在总兵衙
门（今人民会堂）附近开办源泰商号经营杂货。德国强
租青岛后，傅炳昭自学德语并在大鲍岛开设祥泰商号，
为德国洋行充当中间商，通过采购土产并推销五金洋货
积累了大量财富。凭借着经济实力，傅炳昭逐渐成为青
岛商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曾协助推进胶济铁路建设。

另外，以济南章丘孟氏兄弟（谦祥益、瑞蚨祥的创
办人）、即墨陈氏、湖岛的胡存约等人也是山东商帮里
的重量级角色。1902年，傅炳昭、胡存约等人组织山东
籍商人成立山东会馆，山东商人群体在当时的青岛有
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除了山东商帮，“三江”商帮是青岛的另一重要商
人群体。清初设立江南省（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与
江西并称两江。

青岛开埠后，大批两江三省商人来到青岛，他们与
在青浙江商人构成了三江商帮。其代表人物丁敬臣、
周宝山等人在 1905年成立了三江会馆，维护苏皖浙赣
四省在青商人利益。丁敬臣是江苏扬州人，因掌握外
语且熟悉洋务，于1900年被德国禅臣洋行青岛分行（今
馆陶路5号）聘为买办。此后他开办悦来、丁敬记、悦升
煤矿等公司，经营煤炭、进出口贸易、航运业、旅店业
等。商业上的成功让丁敬臣深受德国统治当局重视，
成为青岛三江商帮的领袖人物之一。

除了山东商帮、三江商帮，青岛的财富热土上自然
少不了商业嗅觉敏锐的广东商人。最早一批粤商在
1900年前后来到青岛，粤商主营是为南方代购山东土
产、代销洋货，著名商号有景昌隆、广有隆等。

随着粤商数量增多，1906 年大成栈（位于潍县路）
经理古成章与何永生、莫季樵（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青
岛分行的买办）等人成立了青岛广东会馆，负责向在青
粤人提供帮助。之后，春和楼的所有者、天津商人朱子
兴带领河北籍商人加入山东会馆，进而形成了齐燕会
馆。同年，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均位于今四方路10号）
馆舍相继建成，胶澳总督都沛禄、清朝山东巡抚杨士骧
出席落成典礼。齐燕、三江、广东三大商帮“三足鼎立”
的局面正式形成。

竞争与合作
闯青岛的商帮和同乡会

青岛开埠后，经济快速发展。强租青岛的德国人
管控能力有限，不得不倚重在青岛极具影响力的商帮
承担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为了捍卫华商利益，各大商帮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德
国人。傅炳昭等人就联合其他商帮抵制德国人拆迁天
后宫，最终保住了这座寄托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建筑。

在青商人于 1902年成立中华商务总局，设董事 12
人，其中山东籍6人、外省籍3人、洋行买办3人。傅炳
昭、古成章均为该局董事。

1908 年，德国统治当局提高了华商在港口卸货的
缴费标准。中华商务总局组织了大规模抵制德货和罢
市运动，德国人最终妥协。

随着华商实力的壮大，1910年，青岛商务总会取代
了中华商务总局，傅炳昭出任首任会长。

德国人任命青岛商务总会中的四名华商担任“预
备参议”，此时三大会馆已经成型，根据各商会影响力
最终规定齐燕会馆 2 人、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各 1 人担
任参议。

各商帮在竞争的同时也注重合作，例如，广东会馆
会长古成章购入博山路——海泊路地块进行开发。之
后，古成章将该地段转售给三江会馆会长、周锐记经理
周宝山（浙江慈溪人），周宝山在此盖起了多座里院建
筑，其中就包括如今网红打卡地——广兴里。

1912年9月，三大会馆联合青岛各界邀请孙中山来
青，三江会馆副会长丁敬臣在三江会馆用青岛啤酒接
待了孙中山。当晚孙中山又来到广东会馆，与香山县
老乡、广东会馆会长古成章畅谈时局。邀请孙中山访
青体现了青岛商人的爱国热忱，鼓舞了青岛人民反抗
侵略的民族意识。

1914年，日本击败德国强占青岛。1916年，青岛商
务总会改组为青岛总商会，会董 32 人, 在会商号 180
个，三江商帮的丁敬臣接替傅炳昭出任会长。丁敬臣
与日本人保持了适当距离，而山东掖县商帮的刘子山
快速崛起。

刘子山早年家境贫寒，曾学习德语在德国商人的

企业中工作。1910年他在青岛开办福合永杂货行及福
合永、海西等窑厂。他还收购永利号汽车行与永利号
铁工厂，经营汽车进口与客运。日本占领青岛后，刘子
山资产规模继续扩大，他在青岛创办东莱银行，并在济
南、天津、上海等地开设分行。

刘子山还在青岛大量购入地产，时人称之为“刘半
城”。他与前文提到的傅炳昭、丁敬臣以及栖霞人李涟
溪并称“青岛四大家族”。由于与日本占领当局关系不
佳，丁敬臣在后来的青岛总商会选举中失利，会长之位
被刘子山控制的东莱银行总经理成兰圃（黄县籍）获得。

1922 年青岛主权回归后，掖县商帮的实力继续增
强。除了垄断青岛的草辫业，掖县商帮在服装（如掖县
人刘锡三创办盛锡福）、手工业也大有作为。掖县人王
乡斋兄弟开办的义聚合钱庄（中山路82号）吸收存款的
能力居青岛之冠。上世纪 20年代后，掖县帮还垄断了
青岛的杂货业。

除刘子山，宋雨亭是掖县帮另一重量级人物。宋
雨亭1884年生人，13岁来青岛读中学，后进入其四叔开
办的瑞记商行习商，同时学习英语、德语。之后接任瑞
记商行经理，后兼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德占时期出任
中华商务总局董事。宋雨亭筹建了青岛掖县同乡会，
之后又出任胶澳电气董事和私立青岛大学校董。1927
年，青岛总商会进行了第六届改选，宋雨亭当选会长，
此时在会商号增至 372个。宋雨亭在会长位置上一干
就是10年，任期居历任会长之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各大商帮在合作竞争中，
大致划分了各自的“商业领地”。如属于三江商帮的宁
波帮（会馆旧址位于今定陶路小学），在三江帮垄断青
岛服装业的背景下，宁波帮不仅做大了西装业生意，还
为青岛人带来了亨得利、宏仁堂，同时开创了青岛历史
上的多个第一。如当时中国最大的冰蛋厂——茂昌、
青岛最早的华人照相馆——天真照相馆等。

除了商业活动，由于当时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缺
失，商帮同乡会组织发挥了管理、教育作用。比如凡有
粤籍老乡有困难，广东会馆保证没饭管饭，没衣发衣，
如失业便帮助找工作，想回乡则资助路费。商会还出
资兴办学校，广东会馆还在双山购买 15亩土地建立广
东公墓，用以安葬粤省人士。各个商会还会不定期组
织游艺会，为赈灾等事项筹款。

动荡与新生
续写新的商业辉煌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于1938年再次侵占青岛，三
大会馆的运行受到影响，齐燕会馆甚至被日军征收变
成了兴亚俱乐部。华商遭到日本的掠夺欺凌，利益受
到严重损害。民族危难之下，商人群体的表现呈现出
两面性。

傅炳昭、刘子山等人避居外地，日军查封宋雨亭资
产，迫使其出任青岛维持会会长。宋雨亭严词拒绝并
携家眷逃往上海，靠做小买卖维生。丁敬臣则投靠了
日本人，获得了青岛的煤炭、食盐等产品专卖权。

此外，青岛救济院理事长邹道臣、义聚合钱庄副经
理王乡斋、谦祥益副经理时品三、崂山烟草常务董事乔
智金等人也在日伪部门出任职务。

抗战胜利后，丁敬臣等人因汉奸行为被捕。因战
争而停摆的三大会馆及各地商帮准备“再开张”，但“财
富神话”难以再现。

新中国成立后，老字号们迎来新生，公私合营的盛
锡福、谦祥益、亨得利成为一代青岛人的记忆。随着中
山路片区的复兴，大量华商在青岛的故事被挖掘出来，
与大鲍岛、老街里的一座座老建筑奏响历史的二重奏。

那段承载着无数财富梦想的商帮往事，伴随着历
史的脚步成为青岛城市的一段记忆。动荡时局下的商
海沉浮已成过往，如今的青岛依旧是一片充满财富梦
想的热土，来自海内外的商人乘着时代发展的大潮，在
青岛续写着新的商业辉煌。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10年的三江会馆（左）和广东会馆（右）。
孙中山在广东会馆与粤商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