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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纺织品商标》一书，是以系统叙述民国时期纺织品商标概况、商标分类、中外厂商使用商标情
况及政府商标管理等内容为主的纺织行业商标历史发展书籍。
    本书以民国纺织品商标图样内容和使用管理等为顺序，即将整个民国时期纺织品商标概况、纺织品
商标内容、纺织品商标分类、纺织品商标时代特征、国内外纺织品生产企业商标使用及当时各个执政
政府对纺织品商标的各项行政管理等，均组成一个小小独立的篇章。
另外，在本书后还附录有较为详细的20世纪30年代，中外纺织品生产企业注册使用的部分纺织品商标
名录、部分珍贵的民国时期纺织品商标广告图样资料及国民政府对外颁布《商标法》、《商标法施行
细则》等。
    本书通过一幅幅精美的纺织品商标广告图样，一段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不仅可使广大读者了解到民
国时期我国纺织品行业注册使用商标概况，而且对有关从事美术创作、广告设计、部门经济历史研究
、商标管理历史研究等各个领域，均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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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旭初，男，1958年9月生，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
从事清末、民国商标史料收集、研究20余年。
1999年11月5日，个人创办的我国第一家商标博物馆开馆。
期间，还编著出版了《老商标》、《中国商标史语》、《中国近代商标简史》、《中国商标法律史》
（近现代部分）等4本著作。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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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毛织品行业  第七节 麻织品行业  第八节 冠、服、鞋、袜等行业  第九节 床上用品行业第七章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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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外颁布《商标法》、《商标法施行细则》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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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永安纺织二厂，前身为大中华纱厂。
1919年6月，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聂云台招股银90万两筹建而成。
1922年正式投产。
1923年后，由于正值我国棉纺行业萧条，再加上该厂经营不善等，工厂损失甚巨，并于1924年8月，
以153万两银转卖给永安纺织公司，即改称永安纺织二厂。
该厂早期以使用我国近代知名的“金城”牌商标为主。
“金城”牌棉纱商标，在国内棉纱行业中和申新纺织公司的“人钟”、“金双马”等商标一样，具有
很高的知名度。
　　永安纺织五厂，原名为纬通纱厂。
1920年，由实业家陈玉亭等创办。
工厂最早出产“孑L雀”牌和“双鹿”牌棉纱。
1931年，该厂因经纪人投机失败，而宣告停产。
1932年9月，纬通纱厂与永安公司合办，改为纬通合记纱厂。
1934年，该厂被永安纺织公司完全买下，变为独资企业。
“金城”等棉纱商标，是该厂的主要产品商标。
　　三、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与“魁星”等联合商标　　我国近代完全由读书人创办的大型企业虽不很
多，但有些企业社会影响也不小。
其中又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的社会影响为最大。
它是我国近代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创办的众多企业，包括通海垦牧公司、大巾通运公司、大隆
制皂公司等企业中的一家大型纺织公司，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下属有纱厂九家，主要分布于南通、海门
、如皋、东台、盐城、崇明等地区。
　　大生第一纱厂，完全由张謇先生一手创办。
张先生从1896年开始筹办该厂，至1899年完全投产。
该厂使用的棉纱商标为“魁星”牌。
而“魁星”牌棉纱，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曾一度荣获大奖。
据有关棉纺织史料记载：我国早期国货纺织品能在国外获奖的实例是很少的。
而“魁星”牌棉纱和商标，确实为国人赢得了荣誉，受到广大消费者及同行业人士的一致称赞。
　　大生第三纱厂，由张謇先生等筹建于1914年。
由于当时资金不足，一直拖到1921年才开工生产。
大生三厂所使用“红魁”、“蓝魁”和“绿魁”牌棉纱商标和早期“魁星”牌商标一样，也取得一定
成绩，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再则受国内棉纱行业危机影响
，使得“红魁”、“蓝魁”等棉纱商标，在风行一段时间后，便逐步在棉纱市场上消逝。
　　四、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征东图”、“蝶球”商标　　在“抵制日货，使用国货”的年代，
完全使用产品商标，并敢于向日货棉纱商标挑战的就是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
该公司由我国著名纺织专家刘国钧先生，创设于1930年。
其前身是由刘先生等人合伙，创办于1914年的大纶久记纱厂。
当时使用的产品商标有“红鹤”牌等。
1918年，刘先生离开大纶纱厂，独自创办广益织布厂，并开始使用“蝶球”牌商标。
其商标名称和图样意义含有将来广益厂产品一定能“无敌于全球”。
　　20年代初，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使用国货”爱国群众运动。
期间，刘先生为了积极投入这场爱国运动，决定将自己生产的新产品优质色布，取了一个很有挑战性
的商标名称：“征东图”牌。
其真正寓意就是要“征服东洋（日本）货”。
1930年，刘国钧先生又集资引进先进纺织设备，组建成为中国大成纺织染公司。
同时将已在国内纺织品市场上小有名气的“征东图”牌商标，沿用至大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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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成公司的“征东图”牌色布、绒布质量精良，价格公道，曾受到常州地区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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