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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投身身实实业业创创立立德德昌昌洋洋行行

    库库寿寿宁宁夫夫妇妇把把他他们们在在青青州州经经营营多多年年的的花花边边企企业业转转交交宋宋传传典典，，
宋宋传传典典从从此此弃弃教教从从商商，，在在实实业业领领域域大大显显身身手手。。他他利利用用农农村村家家庭庭妇妇
女女分分散散生生产产的的经经营营方方式式，，既既降降低低了了办办厂厂成成本本，，也也为为老老百百姓姓增增加加了了
收收入入。。宋宋传传典典将将公公司司改改名名德德昌昌洋洋行行，，还还兼兼营营汽汽车车、、自自行行车车、、布布
匹匹、、花花生生米米、、核核桃桃等等业业务务，，为为他他快快速速积积累累资资本本奠奠定定了了基基础础。。

  德昌洋行除了生产花边以外，
还经营汽车、自行车、布匹、呢绒
等业务，并将本地的土特产花生、
核桃、棉花等卖到各地。有一段关
于潍县开埠的资料这样说：1915年
美孚石油公司在潍县火车站东首开
设了潍县美孚油栈。潍县栈的“洋
油”除销往潍县全境外，还销往昌
邑、平度、掖县、安丘、诸城等
地，每月销油7000多桶，仅潍县一
栈每月获5万多银元。由此可见，
宋传典资金的快速积累与德昌洋行
多样化的业务亦有很大关系。
  宋传典生意越做越大，他在益
都城里万寿宫街建了一座二层19间
的楼房，命名为宋家大楼，也就是
德昌洋行的营业大楼，门口高高挂
起“德昌洋行”的金字招牌。与此
同时，宋传典还在益都城里明衡王
府旧址买地建房。这时候，他雇佣
女工600余人，男工300余人，厂外
散工500余人。他弟弟宋勋臣也在
烟台设立了德昌花边庄。
  宋传典发展势猛，引起益都许
多大商人的垂涎，如贾星坦、阮松
芳、孙四吉等都要求加入德昌，要
求宋传典允许他们投资入伙。此时
的宋传典并不需要别人投资，但他
为了扩大培植自己的势力，接受了
他们10万元的投资。

买地建房扩大规模

商贾主动投资入伙  库寿宁在青州传教期间，常
受经费不足之困扰。1900年，库
寿宁妻子为贴补丈夫所需经费，
与宋传典、白玉章等人共同创办
了德昌花边庄。她从意大利引进
原料和图样，并传授技艺。花边
共有18种针法，织工细腻，成品
图案美观，素雅高贵，被誉为
“抽纱之王”的青州府花边即发
端于此。
  1908年，库寿宁夫妇离开青
州，将花边庄留给宋传典等人经
营。库寿宁去沪前特约宋传典谈
话，他说：“这几年你英文进步
很大，不但可以阅读，还可以通

信，现在我们要去上海，这边的
花边企业就完全交给你，我们把
原有订户都转给你，你可以直接
给英国订户去信联系。”宋传典
便在青州南北大街（今偶园街）
英浸礼会院内借了两三间房子，
与孙思吉等4人集资成立了德昌花
边庄，亦称“宋传典公司”，用
“宋传典公司”名义与英国客户
通信联系业务。
  1912年，宋传典陆续辞去教
育界的本兼各职，全身心投入实
业领域。他在益都城里租了一处
旧当铺的房子，将德昌花边庄更
名为德昌洋行，兼进出口贸易。

  宋传典事先做足了功课———
还在德昌洋行成立之前，经库寿
宁介绍，去烟台学习花边编织技
术，并与外商建立了联系、签订
了产品购销意向协议。回到益
都，他先搞了一些样品寄往国外
市场试销，结果大有利润可图。
于是他在城里估衣市街购买了土
地建房，雇佣了一些工人，开始
成批生产。
  据当初在这里工作过的工人
回忆，宋传典最初创办花边庄
时，只有资金200元左右，所需流
动资金，完全靠社会关系东拉西
凑集资维持局面。

  宋传典的花边生产基地，主
要放在广大农村地区。采取分散
生产、集中验收、统一包装的一
条龙生产模式。
  具体办法是：首先在各地农
村寻找中间人（有代理人或经纪
人的性质），数目不等，有的村
镇只有几个人，也有的多至七八
人甚至一二十人。第二步是找到
中间人以后，双方订立合同，规
定领发原料、所织花边规格品
种、中间人和工人的报酬等等。

德昌洋行根据合同将原料分发给
各个中间人，并由他们分别发给
那些能从事花边编织劳动的农村
妇女。各户织成的花边产品统一
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送到德昌
呈验，合格的成品付款留下，不
合格的则退回另行编织。
  至于劳动报酬，从若干劳动
妇女自愿接活加工这一现象来
看，应该是当时农村妇女非常认
可的一笔劳动收入。在我国传统
农业时期，冬闲季节能有活干、

有收入，无疑是许多贫穷家庭求
之不得的一条门路。也有资料
称：“从事花边生产的妇女收入
还不错。”中间人的报酬据说是
从每份报酬中扣取二成，因此有
人宣称宋传典是“民生主义的先
导”。
  宋传典花边生产的获利状
况，从德昌洋行自1912年创办到
1916年前后，积累资本100余万
元，利润之巨、发展速度之快
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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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府花边。（资料图片）万寿宫西街。 青州府花边。（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