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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万霖

广州橡胶业

20 世纪裙，世界的橡胶工业正处在创新发展之中，第-次

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匿家位于战争，暂时放

松了对中国经济控器，使中匪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广州

毗邻港澳，靠近东南亚橡胶产跑，华侨众多，来自日本、东南亚

等地华侨以及港澳同跑的资金和技术理流，为广州橡胶工业的创

立和发展，提供了得天强厚的条件。

广州是我望橡胶工业的发源地

广州南基乡人邓鼠埠，曾在广州开设捏昌盛木材店。他有子

女 10 多人，有的在外国经商，其九子兆鹏与谊父蘸玉波在新披

挂谋生。陈玉搜略懂一些散j肢曲知识，对制技颇有兴趣。一次，

通过邓兆鹏设法从法犀人开办的修补汽车轮胎工场里弄来了橡胶

半成品，经过分析住验，他的搞清了翻段的原理。又得知当时担

雪还没有橡胶品生产，从黯产生了回国生产橡胶制品的念头。他

们与那凤挥商量， x~亦有弃商转工的想法，大家不谋而合，于是

xß虱撵与陈玉波合作，于 1919 年在广州河南龙导是创办中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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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广东兄弟揭按公司飞邓凤撵捏在嚣外的儿子全部召民来，

一齐工作，技术方面由睐王旗幸口站兆腾负责，资金方面则由邓风

撵与陈玉波的亲戚张氏兄弟共同筹集，先制成橡肢托，不久创制

"双飞雷"男装胶鞋底，用双飞箭标志再加上"中国第一家" 5 

个字作商标(最初的鞋底是直型的，不分左右搏)。按厂的主要

设备有 80 匹马力蒸汽机一台和虫在疫机、蒸汽疏化罐等，雇有工

人 70 人左右 O 生产的胶鞋襄供应大菇、先施公司和一些鞋窟。

由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跤公司提供鞋底所生产的胶底鞋比之以

前的布底鞋，既醋穿又防水，大受市畏的欢避，畅销华南各地，

兄弟梅腔公司也因此商获利丰厚。兄弟公司还把生产剩余的边醉

料和回收的 18疫胶鞋底，用炼段抗轧碎后，用蒸汽硫化罐脱碟，

制成再生胶自用。这是中自最早的橡鼓击~品及生产再生肢的工

厂。广州由于得其天时、地利，故成为我国橡按工业的发摞地。

畸形发展的广ffl橡胶工业

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的业务有了发展，但创办两三

年后，却因殷东内部意见分歧，拆殷开投，终由邓凤挥父子技

得，遂邀请其谊亲梁采南增资入股继续经营。拣玉技与张氏兄弟

员11在附近辈溯外街另设一厂，名为"中国大一家按厂

眩割品，产品为"大字牌"胶鞋底。

兄弟胶厂生产的黯鞋j霞、胶鞋晖，款式薪颖、价廉耐用，产

品畅销，给邓民挥带来了可现的利润，以致邓曾遭人勒索。邓考

虑到日后的安全没保撞，便忍痛把胶厂的大部分股权让给友人莫

彦卿(鞋店主) ，而邓期带领子女于 1923 年到香港深水楼开设广

东兄弟樨胶公司后香港分厂。tX年，邓握其儿子兆枢、兆腾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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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习，吕来后却推出薪产品一一-男女装飘布雷肆鞋，受到消

费者的欢迎。

在邓、陈两家办鼓厂获辱和j影畹下，有眼光的人士纷牵挂投身

于橡鼓行业，至 1922 年广州i 己有胶厂 23 家，较著名者有怡倍、

实业、程光、大辛苦等肆厂 o 这就是广州|揉按工业蓬勃发展的捞

段。

本世纪 20 年代至 1936 年，是广州市橡技工业上升发展的又

一蹄莲 O 这一时期，亦可议说是胶鞋业一枝强秀的时期，雨其他

的橡疲韬品，简直不能与之相比 O 其时最著名的首推冯强胶厂。

20 年代，路嘉庚在马来亚生产的男女装帆布面胶鞋、拖鞋，在

国内畅销，国外的华侨看到生产胶鞋在科可图，纷纷回国办厂。

1923 年，新加坡妇侨冯匹、肖侨鸿、司徒广、万玉 E 等 4 人在

泰康路开设冯强鼓厂。这个厂对布面鼓鞋生产工艺进行革新，率

先采用铝铸鞋檀取代木撞或莹的新工艺，用混合有机促进剂进行

破化、帘i成的"大象牌"胶鞋较为美观耐用，畅销国内 O 由于冯

强鼓厂资本实力雄厚，产品质量可靠，加上善于经营，注重宣

传，不断创新，因此规模不断扩大，工人出初时的 100 多人增至

400 多人， a 产胶鞋 4000 双，旺季时曾高达 9000 双。到 20 年

代后薪，已发展到居全行业之寇，人们一度习费把各种股鞋，称

之为"冯强鞋"。可见冯强胶厂的名气 O 那时，橡胶行业的"七

强"为冯强胶厂、中嚣第一家、中国大一家、平安福 J 兴业、万

里、雷光等七家鼓厂。辑具规模的橡胶厂有 20 家，黯小厂蹈逾

百家。全市有炼跤抗约 70 台，年耗生呈交 400 多吨，产鞋 1000 多

万双。 30 年代，是广邦攘授业发展最蓬勃的时费。

虽然是时广州的橡肢制品业有了福大的发展，但品种较为单

一，普遍集中生产工艺较筒、销路较畅、获利较丰的生活用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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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鞋、鼓鞋底等，面对于工矿交运急需的橡鼓制品〈轮胎、 E交

管、胶带)赌迟迟没有生产。究其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匮家的舶

来品(胶管、黯带、轮腾)基本上占领了我国的市场，使我国生

产这些产品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发展的良好空间和市场:二是民族

资本与外吕资本相比，显得资金不雄厚，技术、设备落后，只能

生产技术含量镖，工艺简单的能附加值 5 用品 c 嚣 i比这一时期广

州橡胶业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其发展也是一种畸彭发展。

沦陷时的低谷及光复后的"复苏"

1938 年，广炜沦陷，经济受到徨大的打击。这期间，市内

20 多家较大的鼓厂先后倒闭或迁移到外地，仅有 6 闰大厂勉强

开工，然丽景况都已大不如前了。其中合作、同源费、竟成、琼

生 4 家继续生产布面胶鞋，但 B 产量镜减至 3000 双。商平安福

和万里厂只经营代客加工攘胶 O 广州的橡胶业此时跌进了低谷，

处于气患奄奄的困境之中。这样的局雷一直维持到J 1941 年黑太

平洋战争爆发 c 日军攻占香港后，交通堵塞，舶来品运不进来，

市面上工矿交通及民厚的橡胶制品奇缺，从商为留在广州沦陷区

以及由香港来穰的橡胶业者提供了一个重操旧业的机会。可是当

时只有几家大厂能生产技鞋，迫使其他小厂另寻出路。于是，

"元;墙胶厂"和"辘胶厂"这对孪生兄弟便应运而生。所谓"无

烟胶厂"就是既无动力和炼肢设备，又无锅炉提供热摞进仔硫

化的家庭作坊。街谓"穰2鼓吏厂

f徨旦己停工或半停工，然再为了适应当时"无烟踱厂"炼肢需求，

雨复业为客户代为加工提霖跤料，自己不生产成品的工厂 O 元烟

胶厂的投资不大，不需要娟置大型的设备，只要把鼓料委托"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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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厂"加工混炼后取岳i 经过手工或半机攘化进行成型都成半或

品， 拍邵I疏 f化七则采用 "炭!啤啤" 或 "炭曾盟瓦

橡鼓制品。炭啤，是用木:炭作热源的手摇式平;原疏化机，一次碗

化的面棋不大，完成一件橡呈交制品得分多次疏化。炭瓢，是以铁

皮形成睿器，四月翻墙，中间堆放细砂在底部燃烧木炭如热，借

细在1.>传弗形成热空气间接如热，渭以硫化已成型的橡疲半成品。

无锢胶厂就是采用如此简陋的设备土法生产出rP场垣缺的橡鼓制

品。其中较为有名气的知王瀚钊的大华厂，生产 26 寸的软边三

轮车外黯;许南、藏七的安全厂，生产 28 寸硬边自行车外胎:

黄庭槐的吉普厂，生产儿童肢球;穗域厂生产胶管;金域厂的跤

摄;李福记的传动肢带;华达厂的技齿轮;南生厂生产汽车用的

橡胶零件;还有一些厂生产鼓鞋、鞋底和按最皮等。这些无烟胶

厂的出现，使市面上短缺的橡胶制品有了货、源，给人员带来了生

活上的方便 O

抗战胜和后，广州i橡鼓工业曾一度复苏，不少歇业多年的老

牌胶鞋厂相继复业，还薪出现了跤管、跤带、胶援、自行车梧的

生产厂以及汽车轮膛的翻新厂。 1947 年，全市的橡段厂发展到

227 家。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的败退，通货膳张，洋货充

斥市场，众多的橡胶厂陆续倒阂，开工的或半开工的不过 83 家，

尤其是生产力车拾的厂家，原来已经不多，只有七家，这时却转

业或关捕了 5 家，乘j下的宝捷、大行 2 家也要靠生产副业一一胶

鞋和胶嚣皮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G

解放前广州橡段业萌芽、畸形发展、衰落的过程，是:日中居

民族工业的一个结影。

〈梁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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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雄

广州橡胶力车胎业发展概况

广炜匾其靠近东南亚橡鼓产地，又有华侨众多曲统势，为橡

胶工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力车胎〈包括三轮

车、自行车等车胎〉是广州t橡技工业较早发展的产品之一 C 广州

的橡股力车蹈，始于 30 年代，解放前经历了由发展到萎缩阶段，

直至解放后才得以发展。现载本人的亲身经历及从事力车腾的老

行尊厨提供资料，对广州橡鼓力车黯发展的早期情况，作一个穰

述，以供后人参考 C

力车胎的起漂

广鼎的力车胎，一向靠进口 o ~己制造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

事。吴聘兰在河南洪德路七巷开了商韶信胶厂，自在 a 本神户吕

来的王瀚钊负责技术，生产力车盾和自行车橡胶制品。这是广判

第一闻生产力车胎的工厂。当时的车屈不像今天的充气黯那样，

雨是用檀股造成的实芯晤，每条约需白银 4 至 5 元 c 吴聘三的工

厂里有 10 多个工人，每日生产车脸 10 多条 G 蜀产的车2台，安装

较为费力，容易爆裂，但由于价格便宜，也为市场接受。王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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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国产黠员量不好，有意加以改造，工余时不断研究、探索。

广外i沦陷后交通姐塞，橡胶及其制品运不进来，按源奇缺，

昭信胶厂不得不得业。王瀚牵rJ 转到设在整洲正街的国华殷厂工

作。论陆后的广州i百业躏零，菌华维持不了多久亦宣告结束。王

失业在家，吾睹三轮车工人因轮膳缺乏而婷工，他决心自己制

作。他以寓所为工场，没有设备，就用铁板、炭啤(一种火炭式

压床)进行过髓。经过不断的研究、改进，他决定开设"大华"

厂制作软边外胎来代替实芯插。他按黑三轮车外居民尺寸，车制

爵条边坑，把裁剪好的幌布加上三角胶作肢边，然后铺贴胶片，

再用炭啤逐嚣硫住压实。王终于在 1938 年底成功制成了两种规

格的三轮车前后胎。这些软边脸比起过去的实芯翰，具有省辑、

轻便、有弹性的住点。它的面世，受到三轮车工人的称赞和欢

迎。王把这些软边捶命名为"大华脾气每天能生产 8 至 10 条。

沦路时期，物资短缺，插话说..海时一漓如吉露"软边胎的投

产数量虽不多，徨为三轮车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G 王瀚钊改进车

脸，对从事橡胶行业的人员，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c

橡胶力辜黯业的起落

力车膳从实芯到软边，经茄了一个发展阶段。摆上抗战胜利

后，禁运取消，交通得以恢复，进口橡胶充足，剌激了橡股业的

发展，特别是力车睡业有了发展 O 由于自行车是苟贵的消费品，

一般人买不起，需求量不大，三轮车前数量有限，生产力车胎的

厂家却有所增茄，市场在需求量不大，同时不能专门生产单一车

腊的情况下，要生存下去，必须兼营剔的品种。从下述厂家的沉

浮可看到力车黯业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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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捷胶厂的创业

宝捷跤厂是xrJ 氏三兄弟〈且对国源，弟刘展云、刘国雄〉于

1944 年夏在广州市崽宁路开设的。刘氏三兄弟于广'川沦陷时逃

难到香港，在九龙旺角的志强胶厂工作，直到香港治陆后方到佛

山辙故衣生意，赚到钱后开了|骂"荣昌故衣店"。一个偶然的机

会， xrJ 氏兄弟接触到力车黯市场，遂萌发了南力车捶业发展的念

头，经过努力，获得了成功。那是 1943 年春，刘氏兄弟在广州

偶遇曾在志强胶厂的工友周泽，陪读中得知在港时的同行许离也

回到广州I ，在拱思路〈即现今的和平路〉与陈七、杨锐合作开设

安全鼓厂生产力车外胎，销路很好， í旦股东之间意见不合，正欲

拆肢。 xrJ~兄弟得知后觉得是一个好扭会，于是与许离商量合般

或召回事宜， í旦摇酌未成，而许南和陈七却把鼓厂结束。对民元

弟虽然达不到目的，但获悉了力车撞业的行情，凭着曾在胶厂做

过的经验，他们大扭地向力车黯业发展。 1943 年秋，刘氏兄弟

找到杨耀机器厂的杨耀先生，请他帮忙铸机摸。其时正是抗战期

间，作为船来品的力车睦相当缺乏，国产货数量很少，整个市面

侠小于求，生产车黯大有可为。故杨耀很乐意合作。大家共同研

究，以英国又在录普力车胎为括准尺寸，铸造一套配以大梅花款式

的机模。受王瀚销的软边胎启发，配制十字撑螺丝，铸铁人瓣弓

连起重"链的"安装院缸，生产硬边黯。花了整整 4 个月的时

间，才准备就结 O 刘氏元弟又把佛山荣昌故衣店的资金约日本军

票 4000 多元羁来，作为设厂之用，于 1944 年夏在思宁路开设

"宝捷橡胶制品厂"生产 28X 1 士硬边力车外腾。拐时产品的离

标是"老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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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到解鼓后才改为"宝旗牌"。

宝捷生产的"老人粹"力车外腾，与"大华牌"不同之处:

前者是硬远膛，后者是软边腾。在当时使用如此简腥的设备做i造

出硬边胎，是不简单的。宝捷的资金有限，只能以"无娼鼓厂"

的形式，委托"辘胶厂"炼肢，整个生产过程是:噩科一→委托

外面加工炼肢，纺线→一'排线(手摇式)一→捺涂胶浆一→焊钢

丝匮一→织壳一→定型一→铺鼓一→人抚摸一→进链的一→疏

化 o 40 年代的疏化缸是用红砖砌成，用炭火力自热。那时设备需

醒，一条车黯不能一次完成，需分段硫化，每次硫化得 40 分钟，

所以每日产量很低。后来逐渐掌握规律，并不断调整配方和缩短

疏住时坷，使车胎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满足了市场的需

要。

宝捷刚投产时除刘氏三咒弟及其家人外，还有昔自在香港志

强胶厂工作的同事和挚友周泽、罗康、谭才、凌权、黄祖汉、曾

国权，另外聘请了几个脑时工。大家勤勤恳恳、鼓兢业业， :XiJ 氏

兄弟密切注意市场动态，不断攻进工艺，在大家的鼎力经营下，

宝捷的业务稳步向前发展 O 虽然力车胎供不应求， 1J亘吕产车腾的

质量不及船来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O 从长计议， :XiJ 民兄弟决

定采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策略 c 后来的事实证境，这一决定

是正确的，它使宝捷立于不败之地。

1944 年冬，海珠路、德星路的股鞋、肢震皮挂发市场一振

兴旺。见此情形，宝捷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生产出适应市场需

求、销路好的小童鞋、长球鞋、胶震皮。对民兄弟还增加投入，

扩大生产。 1945 年春，宝捷从患宁路迁往龙津中路梁家里鸿福

西角道。迁址后，生产规模扩大了，工人增至 70-80 人，日生

产力车脸 300 多条，各式胶鞋约 100 打，震皮 9000 多双。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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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宝字牌"为商标，最皮的商标是"丹凤牌"和"佛公牌"。

永行与大行胶厂

拣沛(东莞人) 1936 年在新加坡研习橡胶工艺，后到香港

受聘于香港跤轮公司为技术员，与他共事的有谭忠、苏均等人 C

香港沦陷后陈沛返回家乡， 1944 年到广:网打算重操!日业。他找

到旧日的同事潭忠、苏均，与他的合般于 1945 年春在光复北路

开设永行股厂生产力车外插 c 开业不久，作为股东之一的扬载之

提出逗鼓，谭J志的堂姐谭爱华以 3000 元军票顶替了扬的鼓份。

四人共事半年，终医意见不合提出拆股分设备。捺坤、潭忠及谭

爱华一方，苏均为另‘方，范设备分成两份执筹，结果陈沛执得

26 × 1÷磕边外路拉摸 1 套，苏均执得 1 套 28 × 1÷硬边外腊抚

摸，大家均感满意。永行仍由苏均经营，陈沛、谭忠就另起炉

灶，于同年冬在西门口开设大行咬厂，生产 26 X 1+三轮车前

盾。后大行又迂往龙津西路，并增如了一套 28 x 1 士力车外屈抚

摸，生产多种外黯 O

凤凰胶厂与大行胶厂的渊源

凤凰胶厂的割始人是余子吕 G 余在抗战时期，由澳门运囡

28 × 1÷力车外脸机模布设备，在河南辈洲正街开设风愚肢厂，

生产的车胎商标为"钻石牌"。凤凰厂的设备其时较为先进，机

模的花摸设计较好，内行人士评为"花位略高，着地位小"安

装起来容易，乘坐的人感到舒适。钻石碑车胎的这些优点，使它

面世以来铺路很好。按理来说凤凰厂的业务应不断拓展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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