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裕酒局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曾以“师夷之长技以

制夷”作为强兵治国目的，他们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

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数家军工企业。面对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外国

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权的控制，洋务派认为，必须与洋商争利，才能实现

求富的目标。盛宣怀开办铁路以及天津电报局的设立，其目的在“开此风气，

渐收利权”，由强兵继而走向富国，开始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

但是此时的兵工及民用企业均属官僚买办设立，也有“红顶商人”之说。故此

时的企业称谓基本上冠之“局”、“所”等，这也是洋务运动的鲜明特征之一。

而张裕公司的创始人张弼士，在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之初，也采用过“张裕

酒局”的称谓。

洋务运动，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张裕公司初办时，总局（亦称张

裕酒局）设在烟台，而分局则设在新加坡和槟榔屿。

时光如梭，历史的大浪奔腾向前，却也会留下遗憾，比如有关张裕酒

局的资料就不多。然而，机缘巧合。20世纪90年 代 初，烟台市民马先生与

朋友到原东山葡萄园山上散步，偶然发现一块石碑卧在路旁，他们凭着

好奇心，翻开一看，竟然是一块界石，上面刻着“张裕酒局地界”六字。

100多年后，老界石再现，从而印证了张裕公司初办时“官督商办”的性质，

弥补了张裕曾作为“酒局”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