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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远扬的茂新面粉一厂
| 李河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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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新面粉厂除了在国内享有声誉，那么，当
时国外面粉工业发达的国家，又是如何评价的
呢？笔者找到一篇相关的文章。

1948 年，英国一家著名刊物《英国利物
浦面粉工业周刊》“圣诞特大号”（110 卷第
25 期），专门介绍了世界各国规模宏大的三
家面粉厂，其中有无锡茂新第一厂。作为一
家英国国内的刊物，以前很少有涉及海外面
粉厂的情况介绍，而这一次作这样的特别介
绍，则完全是个例外，可见其对茂新面粉一厂的
重视。

介绍茂新一厂的这篇文章，全文有5000多
字，占了三个页面，并有五幅插图，篇首是茂新
一厂的全景照，这张图片在之前该刊物1卷第
9期“工厂介绍栏”中已刊登过，另外，还有一张
该厂总经理荣毅仁、厂长李凤哕等四人的合
照，三张厂房和机械设备照片，实是图文并
茂。这是一篇国外报刊介绍我国面粉企业及
面粉经营最详细的文章，可见当时茂新面粉厂
在世界上的影响。

这篇名为《一家现代化的中国面粉厂》的文
章，开头便介绍茂新一厂的地点、历史沿革、创
办人荣氏家族的简略经历，以及对于抗日战争
的伟大贡献。文章说，这些年来，关于中国的新
闻标题，大多是战争、饥饿、灾荒，以及苦难，给
人的印象是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紊乱与患
难的历史阶段，“是以骤闻该国制粉工业获有新
的进步，从而证实握有世界最大产麦量之一的
中国面粉工业界确有企业性发展时，能不令人
刮目而视”。

文章分析，无锡地处扬子江中下游的冲积
平原，大江南岸河流纵横交错，非常有利于灌
溉，所以小麦的产量和质量，“均为华中之
冠”。只是因为耕种方法原始，所以小麦的含
水量较高。文章说，茂新一厂位于西门外一条
较大河流（大运河）的岸旁，便于原麦和面粉用
驳船运输。该厂当时的产量为每小时二十五
吨，生产的机器都是引进的英国著名面粉机械
制造厂罗宾生工厂。

文章高度赞扬茂新一厂厂房建筑及机器安
装的速度之快，自设计承造乃至试车开工、生产
制品，为时不过数月，“此种成就实堪惊人”。如
储麦仓库的建造，完全依靠手工者，工匠每日工
作12至16小时，每周七天，确保了工厂的开工投
产。荣氏当时在无锡拥有多家纱厂和面粉厂，而
所用电力，全部由其私人发电厂供应，发电量约
为三千千瓦，“茂新一厂全部厂房、营业部及储麦
仓库均装有最新颖荧光灯管，无分昼夜，明察秋
毫”。

在当时英国面粉制造的权威杂志看来，无锡
茂新一厂为“中国第一家规模宏大之新型面粉工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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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当时26岁的荣德生，受实业救
国思想的启发，了解到国内市场的需求，认为
创办面粉厂是一项利国利民又获利的事业，
遂与其兄荣宗敬商量，并寻找投资者，购买了
西门外太保墩17亩地，建造了保兴面粉厂，于
1902年春开工投产。1903年，合股的朱仲甫
撤资，荣氏兄弟决定改组，并改厂名为茂新面
粉厂。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面粉畅销，
沪上增裕、阜丰、华兴等面粉厂获利颇丰，且
面粉可以免税。荣氏兄弟克服资本、技术力
量不足的困难，通过到上海面粉厂“偷学”技
术，逐步引进并仿造设备等举措，不断提高面
粉产量、质量，1905年，茂新面粉厂盈利6.6万
两银。尽管后来面粉市场受到进口面粉冲
击，以及经营上的挫折，茂新面粉厂步入低
谷。但荣氏兄弟不屈不挠，逐步引进先进设
备，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奔赴各地倡导种麦，
不断降低原料成本，以“兵船”牌商标拓展市
场，面粉销售不断向好。1912年，盈利12.8万
两银，股本增至20万两银，成为国内面粉行业
的佼佼者。

茂新面粉厂的发展，还得益于荣德生重
视面粉质量。为确保生产优质的面粉，明确
规定采购小麦时，凡是受潮受湿的麦子，不论
价格如何低廉，一律不准收购；为品鉴每天的
面粉质量，荣德生每天清晨到厂里吃一碗清
汤面疙瘩，不加任何佐料。

到1929年，荣氏兄弟通过“滚雪球”的方
式，积累资金，发展企业，有茂新一厂至四厂、
福新一厂至八厂，共计12家面粉厂，日产面粉
87200包，“面粉大王”中外闻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茂
新面粉一厂被日军炸毁。荣德生在《乐农自
订行年纪事续编》1938年的记事中写道：“茂
一全毁，仅存瓦砾”，作为荣氏企业的发源，荣
德生为此而心痛不已。抗战胜利后，荣毅仁
奉父亲之命，主持重建茂新面粉一厂，并任总
经理。扒平焦土瓦砾，拆除烟囱，投资2亿5
千万法币（金元券），修复厂房，定购英国最新
式磨粉机，1948年农历三月初九试车出粉。

解放后，公私合营，茂新一厂和二厂合
并，改革开放后转企改制，2003年，走过一百
多年春秋的茂新面粉厂关闭，在原址上建起
了现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

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无
锡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荣获了乙等荣誉
奖，轰动一时，当时的许多报刊杂志都进行了报道，
给予了高度评价。

茂新面粉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是我国商标
注册部门办理商标注册的第一号，开创了我国商标
注册之先河。1923年5月3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
国第一部商标法律——《商标法》及《商标法施行细
则》。同年5月16日，正式成立了我国商标史上第
一个商标局——北洋政府农商部商标局。根据史
料记载，1923年8月29日，荣氏企业呈请注册了3
个面粉商标，其中无锡茂新面粉厂的“兵船”牌商
标，是第一个被核准注册的商标，编号为00001号。

茂新面粉厂1910年开始使用“兵船”牌商标。
“兵船”牌面粉进军上海市场不久，就击败了当时基
本控制上海市场的老牌面粉“老车”牌，大长了民族
工业的士气，国内舆论一片欢腾，有“老车不敌兵
船”之说。声誉卓著的“兵船”正如其商标上乘风破
浪的舰船形象，成为畅销海内外、展示国人自信的
优秀民族品牌。

“兵船”牌面粉不仅在国内市场声誉良好，甚至
在全球市场上也信誉极高，一度成为我国面粉出口
的标准品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企业忙于
回国参战，洋面粉倾销的格局有了改变。而由于战
争的消耗，西方国家食品粮食严重匮乏，英国、法
国、德国等面粉出口大国，反而需要大量进口面粉，
我国的面粉行业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机遇，“兵船”牌
面粉成为各国商家争购的品牌，荣氏兄弟以“面粉
大王”而扬名。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1919
年记事中这样写道：“茂、福新粉销之广，尝至伦敦，
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
自维愧悚，不足当此盛名，仍思力谋扩充，造福人
群。此点于美国杂志上曾有记载。”

1924年以后，“兵船”牌面粉的产量已经占到
全国同类企业的30%以上，并销至华北、东北等地，
出口量也占到当时华商面粉厂的30%左右，一度销
往印度和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以及澳大
利亚、新西兰，甚至远销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抑制洋货，使用国货”
的浪潮，又给国货面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年“兵
船”牌面粉的盈利同比增加73%，进入了生产销售
的鼎盛时期。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货
面粉受到日货面粉的挤压。抗战爆发后，茂新面粉
厂等荣氏企业，惨遭日军的浩劫，“兵船”牌商标也
被迫暂停使用，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恢复。

“兵船”牌商标后因茂新面粉厂停产而转让给
当时的无锡粮食局使用，2003年，茂新面粉公司整
体置换后，商标停止使用。

“兵船”牌商标不仅开创了国货品牌之先河，也
是我国民族工商业“以商立国”“实业救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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