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机”牌自行车畅销国
内市场后，也引起了其他厂家
的跟风模仿。1935年，太原日
进五金行注册商标“飞机”牌，
生产自行车车架，并在《太原
日报》上大作广告宣传。烟台
炳蚨工厂于1937年 3月 16日
向商标局提起法律诉讼，要求
撤销太原日进五金公司注册
的“飞机”牌商标，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由于提供资料不足，
烟台炳蚨工厂败诉。1937年7
月 6日，炳蚨工厂再次上诉至
商标局。由于当时法律采用

“使用在先”原则，炳蚨工厂再
次败诉。

当烟台产的自行车堂而皇
之地进入本市及济南、青岛、威
海等地市场时，永康公司那几
位不甘人后、率先用自制自行
车挑战洋货的烟台人可能还没
意识到，通过他们的积极开拓，
烟台在1932年底已跻身中国
自行车最早发源地行列。据有
关资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青岛出现过一家自行车
公司，拥有几处配件制造厂家；
天津出产整车始于1936年；上
海第一辆地产自行车则于1940
年问世。

作为烟台人，有理由为永康
公司敢为人先的创新成果自豪。

（感谢冷永超为本文提供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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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两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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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中国自行车市
场尚属欧洲产品一统天下。
这一年，一批“炳蚨工厂”出品
的“飞机牌”自行车悄然在小
城烟台街头亮相。厂小产能

低，月产成车仅12辆，却为国
产自行车产业登上舞台拉开
了序幕。

早在 1918 年，在烟台经
营进出口贸易的仁德洋行，从

英国本土购进少量自行车试
销。这几辆首次亮相烟台街
的两轮车，令市民惊奇不已。
从没见过，自然也不知它姓甚
名谁，为传话方便，各自随意
起名，有人称“双滚”，也有人
叫“自行驴”，最体面的名堂为

“脚踏车”……这边话音未落，
那边洋行店内几头所谓“不吃
草的小毛驴”已被阔佬们抢购
一空，为的是骑着它招摇过市
显摆身份。洋行续货，不日又
告罄，卖家错愕：没承想欧洲
历经近百年改进完善的代步
工具，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小城
竟备受宠爱！机不可失，迅即
批量引进，短短几年过去，烟
台地儿的邮差投递、商家跑
街、饭馆外卖、贸易报关、记者
采访等都纷纷用上了自行车。

自行车为仁德洋行赢得

了丰厚利润,也逐渐引起本
市工商界的关注。有人将自
行车拆解开来，发现并不复
杂，顿生奇思，想自行仿造，
分享洋货垄断市场之利，可
又难越资金短缺、技术设备
落后这道坎。

在20世纪20年代，自行
车不仅在烟台属高技术产品，
即使是全国也几无一家工厂
能独立制造出一辆完整的自
行车。它看似结构简单，但用
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衡量，对
材质及制造工艺要求并不低。

那些冥思苦想、跃跃欲试
的本土工商业者，此时或许还
不知道，欧洲人从萌生双轮车
创意，经断断续续添枝加叶完
善功能，最终使这辆双轮车达
到得心应手的状态，已前后延
续了近百年时间。

一

1915年民族实业家李东
山创办的宝时造钟厂，在初创
时期便按照海外先进生产工
艺要求，购置德国产电动机床
80多台，成为烟台市区率先大
规模使用现代机床的大户。

造钟业这个在烟台一枝
独秀的制造业行业，能否促成
自行车问世？

果然，钟表业很快闪出一
彪人马，正是烟台资本雄厚的
永康造钟无限公司。原来，自
1915年宝时造钟厂投产后，经
过短短几年时间，便培养造就
出一批掌握经营谋略和造钟
技术的人才，他们陆续独立门
户，在本市及全国多个城市开
办新厂。1927年3月，由牟经
堂（字法典）创办的烟台第二
家造钟企业——永康造钟无
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公司
注册挂牌后，仅经过一年筹
备，便正式生产商标为“永”字

的机械座挂钟。当年产出1万
多只，主要销往华东、华南各
大城市，在上海、南京、广州等
地先后设立销售分理处。市
场兴旺，利润递增，几年过后，
公司人、财、物与时俱进。

据 1934 年出版的《中国
实业志（山东省）》记载，“永
康、德顺兴、慈业三家资本共
八万元，永康独多，为叁万五
千元，德顺兴次之，计贰万伍
仟元……永康造钟厂设于烟
台大街，厂基四亩余，设备若
干，雇佣男工二百九十人，以
福山、青岛、上海人居多”。
据考证，位于朝阳街西侧的
长安胡同2号曾是永康造钟
厂的生产车间，占地约2800
平方米。

拥有了先进的生产设
备、充裕的流动资金，股东们
不甘寂寞，努力搜索新财
源。正在此时，进口自行车

的热销局面闯入实业家们的
视野。经过对国内外自行车
市场的认真分析，居然找出
几条逆势而上的理由：烟台
作为开埠较早的沿海城市，
尽管制造业进展缓慢，服务
行业远比周边区域发达，从
业人口众多，想用并用得起
自行车的阶层日益扩大；城
区原有的泥土路正逐步改成
洋灰道（水泥路面），方便自
行车行驶，这些变化会进一
步促销自行车；进口车虽然
质量上乘，因产地远、运费
高，整车价格居高不下，若实
现本地制造，可大幅降低成
本，取得价格优势。另外，永
康公司在规模生产机制钟过
程中，培养出一批操作通用
机床的技术骨干，创建自行
车厂不需临时招募培训技工
……“打造国产自行车，改变
洋行垄断局面”，这一雄心壮

志，很快变成股东们的共识。
为尽快形成自行车的实

产能力，永康造钟无限公司决
定投资改造五金工种比较齐
全的宝德工厂。这家铁工厂
虽设备简陋，但开工时间长，
拥有一批熟练工人，若将原有
设备更新转产，可免去浩繁的
基建工程，大幅压缩筹备时
间。从1932年春开始，永康
造钟无限公司迅速购进较为
先进的车床、刨床、铣床、滚
床、冲床等通用机械，添置了
压圈、拔管、轮盘成形等专用
设备。通过德国人开办的盎
斯洋行进口无缝钢管，将宝德
工厂改名为炳蚨工厂。当年
便模仿德国“站人牌”自行车
样式，成功打造出国产首批

“飞机牌”自行车。
是年，工厂拥有职工130

余人，生产能力为月产成车
12辆。

早期的两轮车的出现，得
从1791年说起。有一天，法
国人西夫拉克雨后在街头散
步，被从身旁经过的四轮马
车溅了一身泥。这一溅，令
他突发奇想：四轮马车太宽，
若能顺着切掉一半，变成前
后两个轮子的车，必定会灵
活许多……于是，他沿着这
个思路，将两个木制车轮分
前后固定在一根横梁上，上
面安一条板凳，没传动链条，
也无转向装置，像个玩具。
然而，这个奇思妙想，就是现
代自行车雏形。从此，开启
了后来者为完善其功能的不
懈努力。

真正具有现代形式的自
行车，诞生于1874年。英国
人罗松在这一年里，别出心
裁地为自行车装上链条，用
后轮驱动车子前进。1886
年，英国的机械工程师斯塔
利设计出新的自行车样式，
装上前叉和车闸，前后轮大
小相同，以保持平衡，并用钢
管制成菱形车架，还首次使
用了橡胶车轮。两年后，爱
尔兰兽医邓洛普，从医治牛
胃气膨胀中得到启示，将自
家花园用来浇水的橡胶管粘
成圆形，打足气后装上自行
车使用。这一不经意的改
进，不但优化骑行性能，还完

善了使用功能。至此，从
1791年西夫拉克首创纵向木
轮小车，到充气车带装上自
行车使用，前后经历98年。

纵览近百年发展关键节
点，英国机械工程师斯塔利
研制的专用机床投入生产实
践，无疑是综合利用了欧洲
社会工业进步的多方面成
果，成就自行车发展的黄金时
段。这种催生新兴工业产品
的社会条件，在20世纪20年
代末期的烟台已初露端倪，如
酿酒、机制钟、榨油、磨面、罐
头、火柴、船具维修等产业都
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要在
这个基础上独立制造自行车，

尚存许多困难。
1920 年后，市面上尽管

有洋行销售的自行车出现，
富庶人家出行所用交通工
具，仍主要是洋车，只是先前
的铁皮车轮后来被充气胶轮
取代。一方面，当时社会急
需现代车辆更新换代，自行
车的潜在需求市场很大；另
一方面，落后的交通工具也
制约了维修加工能力。如遍
布烟台街头的修车行业，所
用工具极其简陋，许多工匠
来自打制锄、镰、锨、镢、牲口
嚼子、蹄铁、船钉等的红炉作
坊。与同期欧洲机械加工水
平比较，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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