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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茶器伴随着茶文化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成为茶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而作为茶叶的贮藏器———茶叶罐， 是茶器中不
可或缺的品类。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受
潮， 散茶的出现对茶叶包装要求从不密封到密
封性能好，改变了茶叶贮藏的形态。茶叶贮藏从
传统的纸包、箬叶、竹罐、瓷罐，紫砂罐、锡罐，到
近代的印花铁罐等。特别是明清时期，茶叶罐形
制各异，种类丰富，千姿百态，不同时代、不同材
质的茶叶罐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茶文化保留了馥
郁的茶香。

民国时期，有一种茶叶罐，不同于明清时期
茶叶罐的风格，它自成一派，浑身都折射出那个
时代的特色，也是民国风情的一个缩影，它就是

马口铁茶叶罐，很多时候也叫老茶叶罐。
马口铁，俗称镀锡钢板，也称洋铁。近代，随

着工业化的发展，以马口铁作为材料的茶叶罐逐
渐盛行。这种罐子镀锡后具有防止腐蚀与生锈的
作用，而且强度高，密封性能好，无金属味道，有
很好的保鲜功能， 于是便有大批量的生产。1810
年， 英国人彼得·杜兰德发明马口铁罐并获英国
专利权［1］(P191)。马口铁进入中国有好几种说法，有
人认为，第一批镀锡板是于清代中叶自澳门进口
的，而澳门的英文名为Macao，读“马口”，所以就
有了马口铁之称［2］(P128)。

马口铁比玻璃瓶轻便，不易碎，还可以在罐
身上印刷出精美的图案。马口铁上印制图案主要
采用的是平版胶印，民国时期印铁制罐业最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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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后逐步发展；天津以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经济条件，制罐业也发展迅速，达到了一定的
水平。这种内里镀锡的马口铁茶叶罐凭借良好的
防潮效果和美观的装饰， 在中国茶行业风行开
来。茶叶罐造型有圆柱形、长方形、六角形等等，
容量大小也不等。各地茶商为了宣传促销，非常
重视茶叶的包装，在马口铁茶叶罐上设计几何图
案、风景画、人物画等，具有“月份牌”画风为主的
图案，同时在图案上还附有茶庄名称、地点、广告
词及广告画等内容，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如民国“泉祥鸿记茶栈”铁茶叶罐（图1），这
是一家开设在天津英租界的茶栈。茶叶罐整体色

彩鲜艳，罐身外观印有风景画和美人图，四面皆
有各式宣传语。正面标有“泉祥鸿记茶栈”的名称
及所售卖的茶品（美术字体：红绿花茶）；背面以
含羞戴花的美人吸引眼球，阐述“茶之功效”：上
清头目，下滋肝脏，避疫除瘴，增力悦志；边侧注
明茶栈地址及赠亲馈友珍品的广告语。靠近底部
标有 “天津河东粮店街明星印纸印铁制罐厂”的
小字。开窗几何图案繁多，却不突兀，图文并茂，
已经有平面设计的元素。还有吴裕泰、正兴德、汪
裕泰等知名茶庄都纷纷推出五颜六色的印花马
口铁茶叶罐， 既达到了商业广告的宣传效果，也
突出了自己的品牌个性，赋予了马口铁茶叶罐更
多的文化精神内涵。本文以中国茶叶博物馆馆藏
泉祥茶庄各色马口铁茶叶罐为例，试图揭开泉祥
老字号茶庄的前世今生。

一、以贩布发迹的孟家
山东济南章丘县旧军镇孟氏家族，是十八世

纪左右中国北方崛起的豪门巨商， 富甲一方。据
传早在清康熙年间，孟家就开始经商，主要是收
购章丘县附近盛产的土布， 开设了布庄生意，从

此靠贩卖土布发迹， 之后孟家后代分别在北京、
济南、天津等地开设绸布店，生意日渐兴隆。孟家
的商号名称中都带有“祥”字，如“瑞蚨祥”“瑞生
祥”“瑞林祥”“泉祥”“隆祥”“庆祥”等，因此被称
为“祥”字号商帮。

商贾孟氏家族世系都有各自的堂号，如三恕
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学恕堂、进修堂等
等。因各自的发展步伐不一，到了清末民初，贫富
差距拉大， 财富逐步集中到矜恕堂和进修堂。到
1949年，先后在济南、青岛、烟台、北京、天津、福
州等城市， 开设了100多家祥字号商店， 有绸布
店、茶叶店、杂货店、药店、织布厂、制茶厂等等。

二、泉祥老字号的兴起
济南章丘旧军镇的孟家长期以子承父

业、 代代相传的传统家族经营模式经商。到
了晚清，西方的公司制管理模式逐渐影响我
国,这种经营方式与家族经营形成互补，孟家
“祥” 字号旗下开展连锁零售、 批发经营模
式，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管理体系，有着相
当雄厚的资金和规模，孟家也成为中国早期

民族工商业的典型代表。其中孟氏矜恕堂一枝发
展极为突出，特别是孟洛川，他将家族企业发展
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孟氏集团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传珊是孟洛川的父亲， 最早起家于周村。
周村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是鲁中陆路交通的重要
枢纽,后来发展成为山东北部的最大货物集散中
转地。晚清,周村一度成为棉麻、丝绸业的生产加
工销售中心。道光年间，孟传珊娶名门之女高氏
为妻，由高氏出资，在周村开设了“万蚨祥”杂货
店，主要经营生活用品。由于经商有道，后扩大店
面改为“瑞蚨祥”，主要经营绸布业务。

清代中期以后,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外销
日趋繁荣。经过对市场的分析,孟传珊决定入主
茶叶生意，于1835年将万蚨祥更名为泉祥 ,业务
改为以经营茶叶为主 ［3］(P336)。随着经营的不断发
展，第一家分店“瑞蚨号”布店在济南开张。在孟
洛川十几岁时，孟传珊因病去世，孟洛川跟随伯
父外出经商。1868年，18岁的孟洛川正式接管孟
家的产业 ［4］(P120)，以其独到的眼光，过人的胆识，
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图1 民国 “泉祥鸿记茶栈”铁茶叶罐（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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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泉祥字号遍布华北各地
1896年，孟洛川将周村泉祥总号迁至济南估

衣市街，而济南泉祥茶庄也正式创立。因为茶庄
生意兴隆， 随后又在济南开设了济南泉祥东号、
济南泉祥西号、济南泉祥鸿记茶栈等等，在山东
的青岛、烟台等地也设有分店，茶叶经营不断拓
展。

泉祥茶庄的货源大都是前往国内各主要产
茶区采购及窨制，各类花茶在福州设有加工窨制
茶厂。在苏州也设庄窨制茉莉、玉兰花茶；在杭州
设有茶庄的常驻机构； 在安徽王林村设有收购
点，并加工珠兰花茶［5］(P45)。为保证茶叶质量，增强
产品竞争力，在全国各主要茶产区都设立收购加
工点。泉祥茶庄形成了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体
系，有了自己的茶叶产业链，又在北京、天津等地
陆续设立了茶叶分号。

泉祥茶庄有总店，也有很多分店，实施集中
化管理，把各店的经营活动组合成整体，进行规
模经营，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共同承担风险，从
而实现规模效应，使经营更具竞争力，发挥了连
锁经营的优势。由于孟洛川善于经营，有自己严
谨、独特的一套商业管理模式，“泉祥”成为一个
从济南走出去的老字号，开始在全国设立连锁分
店，拥有多家企业和商号的商业巨头，也使这块
金字招牌久负盛名。

1893年，孟洛川在北京大栅栏开设了（北京）
瑞蚨祥绸布店，由其助手孟觐候管理。光绪26年
（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瑞蚨祥产业毁于一
旦。1901年，在孟觐候的努力下，北京瑞蚨祥重新
开业。依托瑞蚨祥产业雄厚的经济实力，此后瑞
蚨祥分别于1911年和1918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
栏开设“北京瑞蚨祥西鸿记茶庄”（图2）和 “北
京瑞蚨祥东鸿记茶庄”（图3）， 还有一些绸布店，

北京瑞蚨祥产业逐渐扩大，名声大振。
清末民初， 孟洛川作为泉祥茶庄的投资人，

为了扩大在茶叶上的经营，在天津锅店街开设了
天津泉祥总号，又在天津英租界二号路开设了分
号———泉祥鸿记茶栈 （图4）。1930年左右在天津
营口道将原来的仓库改为门市营业，成为天津泉
祥鸿记茶栈的又一分店（图5）。

泉祥鸿记茶庄凭着优良的服务、 优质的品
质、可靠的信誉，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始终占
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从原产地出发，保质保
量，没有中间商，门店不仅有批发、零售，还有函
购，如在民国“天津泉祥鸿记茶庄”价目单（次页
图6）中就明确写着：函购，远方来信赐顾，款到立

刻寄奉。 这种通过书信购买的方式类似于
我们现在的网购， 不同的只是付款方式及
购买速度， 虽然没有如今的互联网快速便
捷，但这也是多种营销模式的尝试。从价目
单中我们可以看出， 泉祥鸿记茶庄主要出
售：窨制花茶，如茉莉香茶、珠兰花香茶等；
各色名优绿茶，如西湖龙井、碧螺春、六安
瓜片……，还有九曲红梅、普洱、大红袍等，

图2 民国“西鸿记茶庄”铁茶叶罐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3 民国“东鸿记茶庄”铁茶叶罐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4 民国“泉祥鸿记茶栈”铁茶叶罐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5 民国“泉祥鸿记茶栈”广告纸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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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齐全。泉祥鸿记茶庄销售的茶叶都采自原产
地，以高质量的茶品吸引顾客。

四、泉祥茶庄最后的归宿
1925年军阀张宗昌在山东横征暴敛，敲诈勒

索，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1928年孟洛川为逃
避战乱，迁居天津英租界［6］(P114)，一直到解放。泉祥
各地茶庄虽然有资金雄厚的“瑞蚨祥”作为强大的
经济后盾，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整个中国的
工商业环境急剧恶化， 孟氏集团的商业状况也逐
渐萎靡，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以后，孟家为顺应
趋势，由各地“瑞蚨祥”代理人向政府申请公私合
营， 各地经营茶叶的泉祥老字号， 如济南泉祥茶
庄、济南泉祥东号、济南泉祥西号、济南泉祥鸿记
茶栈、北京瑞蚨祥西鸿记茶店、北京瑞蚨祥东鸿记
茶店、 天津泉祥鸿记茶栈等， 也都纷纷公私合营
后，转为国营（图7）。

孟洛川将传统的经营方式和近代商业模式
结合起来，通过结交权贵等方式，扩大自已的影

响力，有着很强的商业活动能力，但还保留着封
建传统思想，并没有像天津正兴德茶庄一般大肆
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各色广告， 茶庄宣传较少，经
营相对比较保守。 但从一个个马口铁茶叶罐来
看，泉祥也有自己独特的营销方式。铁罐上的信
息表明了泉祥茶庄有很多分店，总店不变，而且
留有电话号码，由此也可看出泉祥茶庄非常重视
信誉。茶庄生意继承了“瑞蚨祥”的经营理念，信
守承诺，保证品质，对待顾客礼貌、周到。由此，也
在当时的茶行业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口铁茶叶罐将湖光山色的风景画或时装
美女画这些具有中国风的传统图案融入到茶叶
包装中， 能够给传统的包装带来时代的生命力，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且能提升茶叶的
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泉
祥”这样使用马口铁茶叶罐的商家很多，如正兴
德、成兴、启元等等，精美的铁茶叶罐都是商家各
自的形象代言物，每个老茶号背后都有一段自己
的故事，沉浮在时代光阴之中。茶叶罐上所能呈
现的信息可能是有限的， 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它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文化特质，至今仍能让我
们一起欣赏、探寻那一个个古色古香，既带着锈
斑、又色彩艳丽的民国铁茶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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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民国“天津泉祥鸿记茶庄”价目单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7 民国"泉祥鸿记茶栈"铁茶叶罐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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