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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福源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在淄博市博山区山东耐火材料厂办公楼门
厅，立着一块石碑，通体斑驳，上书四个正楷
大字：“玻璃公司”。石碑虽经百年风雨，却
依然保存完好，“玻璃公司”四字笔力遒劲，
给人一种稳稳的厚重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如
介绍说，这块石碑是公司在进行厂房改造时发
现的，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博山玻
璃公司在此创建时的奠基石。王如向我们介绍
起博山玻璃公司的来龙去脉，110多年前的画
面，仿佛就在眼前。

内忧外患 振兴工商
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已仓皇逃至西安的慈

禧太后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
之短”，决心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四月，清
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主持变法机构，宣
布实行“新政”。

然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国门形
同虚设，外国商品狂风巨浪般涌入中国。不仅
如此，外商也纷纷在中国设厂，剥夺资源，压
榨劳动人民。清政府内忧外患，财政发生严重
危机。为此，清政府屡次发布上谕，通饬京内
外各大臣就变通政治，各抒所见。两江总督刘
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七月会奏，建议应
“修农政”“劝工艺”“讲求农工商”。次年
一月，山西巡抚岑春煊也奏请“振兴农工商业
以保利权”。清政府依据这些建议，在当年二
月谕令“特派大臣，专办商务”，并责成各省
督抚认真兴办农工要务，初步确定“振兴工
商”的大计。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去欧美、日本考察商
务回国的庆亲王载振，向清廷提出设立商部。
第二年四月，清廷命载振等制订商律。六月，
华侨大资本家张振勋上奏：库款支绌，财力困
微，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
并提出“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
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九月，
清政府降谕设立商部，把商部在中央行政体制
中置于仅次于外务部而列于其他各部之前的地
位，任命载振为尚书。

商部成立后，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
营资本家开办企业，想借助民间资本促进经济
发展，提高税收。博山玻璃公司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成立的。

官股民资 投办新厂
博山玻璃公司坐落于博山城北约一公里处

的孝妇河东岸，即今山东耐火材料厂所在地，
原地名叫“六十亩圈”。光绪三十年初，山东
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
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开办，并拨库银五万两
作为官股。由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负
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
建博山玻璃公司。

博山盛产煤炭，当地所产一种白土，俗名
乾子土，可做玻璃。自明末开始，已经大范围
地进行玻璃的生产和销售，不仅产业工人多，
销售网络更是遍及全国。这也是张謇等人选定
博山成立玻璃公司的原因。

光绪三十年四月，该公司在上海的《中外
日报》上刊登“招股启事”，广招股本。据博
山区文史专家张维用介绍，其股票分为五等，
一等每股库银一千两，二等每股库银五百两，
三等每股库银一百两，四等每股库银五十两，
五等每股库银十两。参照银行存息例，以五厘
计息，年终结算。利润分为十成，一成报效政
府，一成作为公积金，五成作扩大再生产之
用，三成作为“花红”。同年九月，周馥去
任，公司由继任巡抚胡廷干及张謇、许鼎霖、
顾思远等人掌管，继续筹办。此事在当时鲁中
地区不啻为一创举，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亦堪
称大事。《中国实业志》称其为中国“新法制
造玻璃之嚆矢”。日本人编印的《胶济铁路重
要都市经济状况》在分析它的创办时说：“盖
曩德人拟在博山设一制造玻璃陶器之大工厂，
会彼时反对德人正烈，乃先发制人，自行开
设，以防利盈外溢。”分析精确，一语中的。

张謇为江苏人，光绪二十年状元，后弃官
从商。自1895年起，开始创办和投资企业，领
域涉及纺纱、教育、电气等多个门类。他一生
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
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
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许鼎霖与张謇
早年相识，交情极深。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共同
目标，精诚合作，共同探索兴业救国之路。光
绪三十一年八月，许鼎霖和张謇在江苏创办耀
徐玻璃公司，和严信厚等在江苏海州创办海丰
面粉公司。

由于许鼎霖和张謇二人企业遍及多省，所
以在博山玻璃公司只是投资挂名，公司具体事
物全都由顾思远负责。顾思远曾在翰林院供过
职，后以候补道员身份在山东巡抚衙门任观察
之职。“顾思远与时任大清银行监督的张伯讷
是亲戚，清政府拨付五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或
与此有关也未可知。”张维用介绍。

顾思远用五万两库银和向张謇、许鼎霖等
筹集来的数十万两银子，于光绪三十一年春在
六十亩圈破土动工，开建博山玻璃公司。

据张维用介绍，当时工程分为两部分，南
半区为工厂区，北半区为生活区。其主厂房长
约120米，宽约25米。施工图纸由德国人提供，
耐火材料、钢梁及粉碎机等机械也由德国购
进，还聘来了7名德籍技师。厂房规模极大，设
施也比较完善。《山东玻璃工业概况》（作者
谢惠，刊于1934年《交大季刊》13期）介绍
说：“作房地极宽敞，可容数十人，工作时无
拥挤之虞。其他有宿舍以供工徒之住宿，有园
圃以植蔬果而供食料，有堆货房以储存货品，
有装包房装货成箱以便运寄，他如自来水电灯
等，莫不应有尽有，诚为极大规模之设备
也。”

经大半年的施工，筹来的银子已经花光，
顾思远向省府衙门要求追加。巡抚胡廷干在任
仅3个月，主持了公司开幕典礼后不久即卸任。
其继任杨士骧于年底派观察唐芝田来博山考
察，回到济南后汇报说：“该公司的机器设备
皆为德国之最新产品，所聘德国技师亦极精
细。而且博山所产之矿石曾寄呈柏林化验，皆
为最理想的原料。将来投产，必能获利。惟急
需款30余万两，目前其自筹者尚不及一半。”
于是杨士骧又增拨官股5万两。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博山玻璃公司基本竣
工，并定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投产。此时，博
山玻璃公司已是声名远扬，远近客商纷纷前来
洽谈和订购，公司前景一片光明。

为避免各地重复征税，顾思远又呈报商
部，请求援照耀徐玻璃公司成案，只纳正税一
道，沿途各地一律不得重征，并豁免出口税
项。经商部具呈，税务大臣批准，批复山东巡
抚衙门，转饬博山玻璃公司：援照耀徐玻璃公
司成案办理。

吹泡摊片 工艺先进
博山玻璃公司主要以生产平板玻璃为主，

以“吹泡摊片法”制成，它所采用的工艺技术
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一文详细记载
了博山玻璃工作的制作：“厂内设有料炉、烘
炉、摊片炉等。各炉所用之火力，均由一隧发
出（其隧开于厂之中央，乃穴地而成者），四
面通连各炉，供给火力，其不需火力之处有活
闸以闭之。有发动机给以动力，用以压榨原料
使成细粉，俾易入炉。有煅石而成玻璃之炉曰

料炉，与该县所用者绝不同。盖现用者多以硝
罐制炼而成。彼则以更代法炼取玻液。生料入
于一端，所熟之料流至他端，工人即于此取
出，而制玻璃焉。”

张维用介绍，当时博山玻璃公司是用煤气
发生炉产生煤气作为燃料的，且“有发动机以
给动力”，熔料炉是用池炉，技术在当时较为
先进。其操作工艺主要是：

将铁吹筒探人池炉内，蘸取少量玻璃液，
取出后一边拈转，一边通过吹筒吹气，使玻璃
液慢慢膨胀成球形，然后放置到半球形铁槽内
继续转动，使球形圆正。铁槽内有少许冷水，
起降温作用。同时，用水冷却吹筒的另一端，
以便于把持。等玻璃稍微冷却后，再将吹筒探
入池炉，二次蘸取，这样重复多次，直至玻璃
液成为直径达二十公分左右的球时，将其放到
一个瓢形铁槽内，一边继续用水冷却吹筒的下
端，一边从上端吹气，使球形逐渐涨大，成为
空泡。吹制过程中，要时时转动吹筒，使球形
空泡薄厚均匀。如果玻璃温度降低，则再将吹
筒深入烘炉加热，使玻璃泡变软。此时，将吹
筒悬空垂立于深地槽中，从上端吹气，玻璃泡
受重力影响慢慢坠入地槽，形成筒状。

这时的玻璃筒厚薄并不均匀，一般底部较
厚，顶端较薄。但玻璃筒已冷却凝固，不能再
吹，将其再入烘炉加热，待熔化变软后取出，
在深地槽内摆动旋转，同时吹气，使筒壁厚薄
均匀。如又冷却，则再入烘炉，如此反复，最
后吹成一个长约二米多、厚薄均匀的玻璃筒。
玻璃筒吹成后，通过冷热相激使其产生暗纹，
再边转动边轻击，去其底部，从吹筒上卸下；
再用同样方法截为数段，将每段纵剖，最后入
摊片炉将筒形摊成平片。

这种工艺不独是博山特有。同治年间，四
川人王侃《江州笔记》中记载，当时的重庆已
经有三家生产平板玻璃的作坊，其制作流程与
工艺和当时的博山玻璃公司类似，但早于博山
几十年。

融资不畅 破产谢幕
博山玻璃公司投产后，公司资金缺口仍然

很大，顾思远等又积极运作，从大清银行贷款
五十万两白银，作为运营资本。

当时公司所聘请的七名德国技师待遇优
厚，为首的月薪达五六百两纹银，一般吹制操
作的技师每月也有三四百两。每人配有马匹、
马夫和厨师，与中国官员、劳工待遇相差极
大，造成双方隔阂。这时，又恰逢窑炉出现故
障，无法继续生产。德国技师竟置此于不顾，
携图纸资料一并撤离。公司没有办法，只得从
日本东京深川玻璃厂和大阪岛田玻璃厂聘用两
名技师，采用日本的工艺技术全面改造窑炉。
他们将原来的池炉改建成由许多坩埚组成的长
方形坩埚炉，坩埚直径在一米以上，吹成的玻
璃筒直径八十厘米，长可达七八米。在厂房的
钢梁上加滑轮组，经滑轮牵引玻璃筒提升。

经此一番，公司所贷五十万两白银已耗费
殆尽。为维持生计，公司于宣统元年（1909
年）呈禀农工商部，称：“公司集资甚巨，招
股为艰，且中国现无殖业银行，无可依赖，拟
发行彩票以筹集资金。”农工商部认为：“该
公司开办有年，已著成效，自与初办之毫无把
握者情形不同。”度支部（原户部）也考虑
到：“该公司办理已有成效，倘能逐渐振兴，
正可抵制进口玻璃。”遂于当年闰二月批复
“照准立案”，并强调：“查该公司原定章程

已声明不招洋股，此次发行彩票，将来换给股
票时，仍应注明专售中国人，以符原案。”于
是，公司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发行彩票，以
期回收资金，然而此次发行彩票后，公司生产
却无明显起色。

博山玻璃公司投产时，招雇工人130余人，
原设计能力年产5万箱（每箱10平方米），而至
1909年，年产量仅5000箱。

次年，博山玻璃公司又在《申报》等刊登
启事，第二次发行招股彩票。张维用介绍说，
此次彩票面额很小，每张售大洋20元。兼设分
票，全张五条，售大洋一元，分条二角，五月
起按月开彩。这明显是想把社会上的零星资金
集中起来以救燃眉之急，而启事上却说：“本
公司工业日见发达，购股诸君勿交臂失之。”
无非是打肿脸充胖子，说说大话而已。

两次发行彩票的结果，杯水车薪，没有使
公司摆脱困境，终于被迫改产玻璃杯、汽水
瓶、糖罐之类的产品了。但这类产品的质量低
劣，销路不畅，公司彻底陷入瘫痪状态。宣统
二年，这个先后耗资一百多万两白银，曾经名
噪一时的大公司全面停产，公司所欠大清银行
的款项问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来。

与此同时，大清银行也出现了三百万两的
亏空，大清银行的监督张伯讷和顾思远准备将
博山玻璃公司作抵押，并由大清银行出具期
票，向上海某银行借款三百万两以弥补亏空。
这家银行在详细考察了博山玻璃公司的厂房、
负债等情况后，认为博山玻璃公司总资产抵不
上三百万，故拒绝借款。博山玻璃公司遂于
1911年彻底倒闭，公司一切资产收归官有。

关于博山玻璃公司产品的质量，前人论述
不多，《续修博山县志》里称其产品“尚属不
劣”。但1922年出版的《鲁案善后月报》第六
期文章则说：“其制品大反所料，不甚良好，
实经营不善所致。”此说法应较为可信。

至于其为何在短短几年时间由盛极一时到
宣告破产，早前的分析较多，诸如耗资巨大，
资金短缺，炉灶损坏无法修理，经营不善，冗
员过多等。张维用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原
因，导致博山玻璃公司倒闭的最主要原因，主
要来自于社会层面，即帝国主义势力的钳制和
压力。他举例说，早在1882年，英国商人伙同
买办势力就在上海成立玻璃制造厂。同时，外
国玻璃对中国的出口数量也是相当大的，这是
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发展
自己的玻璃企业，他们在中国掠夺白银，压榨
工人，却垄断销路，封锁技术，置中国企业生
死于不顾。《山东玻璃工业概况》文中分析其
衰败原因时，又加上一条：“至于工人方面，
大都缺乏知识，墨守旧法，不知研究改良，致
所出货品，各家糜不雷同，与外货相较，有似
云泥之判。而工业中人，尚以为我之衰落，由
于外货充斥之所致，不知外人均从殚精竭虑中

得来也。”这一判断较为精准。

历经沧桑 二次转身
博山玻璃公司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

该公司工作过的博山籍工人多学会了这种“吹
泡摊片法”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于是有人在
博山西冶街一带设厂制造平板玻璃，“全祥”
和“信成广”是较早出现的两家。“信成广”
业主徐瑞长曾在玻璃公司工作过，“全祥”雇
用的三名吹玻璃匠也都是原玻璃公司的工人。
但是限于财力，他们都无力建造大型池炉，仍
用原先土炉熔炼玻璃。

据记载，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
璃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骤兴，盛时多至十数
家，年产达7000余箱，一时出现了博山平板玻
璃的盛世。其开创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
属。

博山玻璃公司生产平板玻璃的历史虽然短
暂，但因它的规模、工艺设备等方面，不但在
当地而且在国内影响也颇大。据《中国近代手
工业史资料》载文称：“博山为中国第一之玻
璃制造地，原料与燃料之丰富，以及工资之低
廉，为其发达之最要素。欧战以来，外货一时
输入杜绝，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
北自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
者。”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
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
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山东博山玻璃
厂。”可见其影响之大。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山东省实业厅
厅长王芳亭到博山县视察。为改良陶瓷、发展
窑业起见，于该年冬派技正孔令暄、技士杨法
权及工业试验所技师马清源，进行实地调查，
择定玻璃公司房屋一部分为厂舍。第二年，山
东省实业厅向中央收回旧玻璃公司，用开办费
二万七千元，设窑厂、筑窑炉、安机器，招工
匠，搜集原料，用先进方法生产透明瓷器、电
瓷、耐火砖。同年四月定名为山东模范窑业
厂。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山东模范窑业厂由山
东省实业厅改隶山东省建设厅。民国二十三年
七月，山东省建设厅批准将山东模范窑业厂改
名为：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作为改良陶瓷、
耐火材料、电瓷器材的试验生产地。

民国二十七年，山东窑业株式会社与伪山
东省公署日本碍子株式会社、名古屋制陶株式
会社及东洋陶器株式会社合资100万元，将所侵
占的山东省立窑业试验厂改为博山窑业株式会
社，定名为博山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伪山东省
公署以原厂土地94 . 70亩、房屋54间及机械设备
等估价伪联券15万元，加入股份，占总股数的
29％。山东窑业株式会社投股占30％，但日本
人掌握了工厂的全权。

1948年博山解放后，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
军管代表团派杨荣生、宋辉春同志，以“清点
物资、听候处理”的任务接管该厂。他们引导
工人清理窑炉、核查存货物资和存坯等各项准
备工作，很快就装窑点火投入了生产。此时厂
定名为：鲁丰瓷窑厂。

1949年10月6日，鲁丰瓷窑厂改名为山东窑
业厂，隶属山东省人民政府工矿部。

1954年8月19日，根据山东矿冶办事处的通
知，山东窑业厂改厂名为：山东耐火材料厂。
从此，该厂成为耐火材料专业生产厂家。博山
玻璃公司终于在其倒闭后的半个世纪，完成了
它的第二次转身。

■ 沧桑齐鲁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博山玻璃公司基本竣工，并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投产。

此时，博山玻璃公司已是声名远扬，远近客商纷纷前来洽谈和订购，公司前景一片光明。

百年玻璃公司的前世今生

□ 李福源 陈巨慧

2005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
会上，举办了马定祥收藏及钱币专场拍卖，此
次共拍卖马定祥收藏品884件。其中有一枚博山
琉璃公司股票正本引起收藏界极大关注，经几
轮叫价，最终以4180元成交。

马定祥（1916年—1991年），字聊元，别名
莲初，号吉斋，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著名钱
币学家，中国钱币学社创始人之一，《中国钱
币大辞典》元明清篇主编，美国《珍藏》及
《爱华金讯》钱币杂志首席顾问。马定祥先生
无论从收藏、鉴定、授徒育人及藏德诸方面，
都堪称我国钱币学界的典范，为我国的钱币收
藏与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

一张普通的股票为什么能入著名收藏家马
定祥先生的法眼，又能拍出如此高的价格呢？
首先得从这张股票说起。

该股票正本方16开，中间印有“山东博山
玻璃有限公司股票”字样，股票正本的中间上
方盖有“山东全省农工商务总局关防”大印，
下面有详细介绍股票发行经过和章程：“山东
博山玻璃有限公司为给发股票事，本公司禀蒙
山东农工商务总局详奉山东巡抚部周馥批准，
开办博山玻璃公司并拨给官欵库平足银五万两
作为官股，再由总理招集商股库平足银拾万两
为官商合办之举，并禀蒙商部批准予限专办十
年，以保创始之利权各在案。本公司现集官商
股本共银拾伍万两正，分作一千五百股，每股
库平足银一百两，按年息银照第七节章程办
理，余利照第十二节章程分派。今收到顾公毅
股本壹股计库平足银壹百两正，合给股票一纸
外息摺一和收执为据，须至股票者。光绪三十
一年正月初一日 总（经）理顾思远”下印编
号：第壹千零陆拾伍号。

开办公司发行股票，原是比较平常的事

情，这张股票之所以能引起马定祥先生的关
注，并收入囊中，原因有二：一是股票发行时
间较早，作为博山乃至鲁中地区工商业发展的
历史见证，意义较大；二是本股票持有人顾公
毅就是顾思远本人，也就是说，这张股票是当
时博山玻璃公司总经理顾思远开给自己的一张
股票，其意义就更不一般。

顾思远，江苏太仓人。其父顾元爵，清末官
员。据唐文治《顾廷一先生墓志铭》介绍：“先生讳
元爵，字廷一，江苏太仓州人……以光绪二十一
年乙未三月初九日卒，春秋五十……子六：思义，
乙酉举人，内阁中书；思孝，郡庠生，山东候补知
县；思永，癸巳举人；思远、思範、思纯。女一，适户
部主事张允言……”

唐文治先生也是太仓人，与顾家为同乡友
人，他本人又是顾元爵的家庭教师，对顾家情
况自然了如指掌，其叙述资料也较为翔实可
信。据其《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载：“余课

其第四子，名思永，字公亮；第五子，名思
远，字公毅。”

据《清代官员履历汇编》记载：“顾思
远，现年三十三岁，系江苏太仓州人。由监生
报捐同知分指北河试用，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因随办交涉议结教案出力，奏保
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是年，报捐道
员双月选用。旋因劝办顺直赈捐出力，奏保加
二品衔，捐指分发山东试用。”

顾思远之所以选择山东，与时任山东巡抚
周馥有关。周馥于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芜湖起
家，稍后，顾思远父亲顾元爵加入淮军。周
馥、顾元爵不仅在淮军时期，更在北洋水师建
设时期从事后勤和装备管理，交往甚密，算是
袍泽情谊。

经过奏保知府——— 报捐道员——— 奏保加二
品衔——— 捐指分发山东等程序，顾思远终于到了
山东，想通过周馥的关系找个差事，或者做点实

业，恰好被安排负责博山玻璃公司的筹建。
公司成立后，立即在各大报刊发布《招股

启事》，并于次年正式发行股票。以上所见到
的这张股票正本，就是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年
（1905年）发行的。

无独有偶，2011年，有收藏者在德州古玩
市场淘宝，在一家古玩店内发现了一张博山玻
璃公司的股票存根，遂以较低价格收购。收藏
者认为，该股票为淄博工业最早发行的股票之
一，佐证了博山工业发展百年的历程，堪称是
十分罕见的收藏珍品。

该股票存根长27厘米，宽14厘米。樊红图
案，正中间白底字“博山玻璃公司”。中间印
有“山东博山玻璃有限公司股票存根”，其正
文内容与正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存根上方
没有盖“山东全省农工商务总局关防”大印，
持有人和日期空缺。正本编号为中文大写“第
壹千零陆拾伍号”，存根编号为中文小写“第
七百五十八号”。从存根信息可以推断，第七
百五十八号股票没有售出。虽然这张股票存根
也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但其影响力与股票正
本所比，还有一定差距。

博山玻璃公司虽然存世时间不长，但是其
先进的融资理念和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却为
当时的经营者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对
博山玻璃，尤其是平板玻璃的生产亦影响深
远。

·相关链接·

顾思远和博山玻璃公司股票

博山玻璃公司股票正本 博山玻璃公司股票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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