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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江波

商标雏形
用以识别，表明归属

关于我国古代标识的起源，学
界一般认为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商周
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
常见各种符号、图案、花纹和文字。

我国秦汉之前用于识别的标
志，主要以“物勒”形式出现，包括

“物勒主名”“物勒工名”“物勒官名”
和“物勒地名”。在铜兵器上铭刻文
字，商代时即有，而“物勒主名”，就
是在铜兵器上铭刻所有者或使用者
的名字。考古学者在殷墟妇好墓中
出土一件大铜钺，上刻“妇好”两字，
这一件兵器正是商代女性军事统帅
所拥有的物品。

西周时期，物勒主名的物品渐
渐多见，如洛阳庞家沟出土的“丰伯
剑”，洛阳北窑出土的“太保戈”，辽
宁喀左出土的“匽侯作馈盂”等。

春秋战国时期，器物制造者已
经有了商标意识的萌芽。汉代古籍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有记载：
“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
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
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
阙。”这五把宝剑各有名称，这些名
称相当于一种“商标”。

到战国时期，“物勒主名”逐渐
转化为“物勒工名”。古书《礼记·月
令》有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物勒工名”是一种质量监督制度，
让工师对产品负责，而物品上铭刻
上“工名”，则形成了产品标识。

“物勒官名”和“物勒地名”会同
时出现，秦国所铸兵器，标志上就出
现工师名，同时有器物的实际铸造
地名称。

汉代出品的铜镜，铭文已经有
商标与广告结合的内容。比如，“尚
方博局四神纹镜”铭文为：“上方作
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
泉饥食枣，浮由天下敖四海佳兮。”

“新有善铜博局四神纹镜”铭文为：
“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
明。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
文章。”汉代铜镜生产者的商标意
识，较之前又有进步，这些铜镜标明
生产者，同时也有宣传自家产品质
量好、生产技术高超的内容，商标与
广告均呈现于铭文中。

从商周到秦汉时期，器物上铭
刻主人姓名或者制造者姓名的现象
逐渐普遍，这些标注在器物上的标
志，有区别于同类、表明物品归属的
功能，都可视为商标的雏形。

趋于成熟
自我宣传，用以防伪

到了唐代，市面上行铺、作坊、

店家以及各类商品日益增多，各行
铺、作坊、店家一般也有自家的名
称、标志，这些都具有商标属性。

唐代诗人刘长卿有诗《春望寄
王涔阳》，其中有诗句云：“依微水戍
闻钲鼓，掩映沙村见酒旗。”“酒旗”
为古代酒家的一种标识物，酒旗上
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
挂在屋顶房前，带有广告的性质，同
时也有标明商家的商标特征。

唐宋时期的商标，绝大多数以
文字形式来呈现。在北宋画家张择
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
卖酒的“孙羊正店”，此店的旁边就
是香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还有
医疗机构“赵太丞家”，此外还有很
多文字形式的商标。

在描写南宋都城临安城风貌的
著作《梦粱录》中，同样可以看到各
式各样的文字商标，仅售卖果子的
店铺，就有“大瓦子水果子”“钱家干
果铺”和“阮家京果铺”。

除了商家店铺，唐宋时期的商
品，也已经注重使用商标。国内目
前已出土不少宋代铜镜，其中有“湖
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
子”“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
等，这些铜镜造型各异，其中有心形
的，有葵花形的，有圆形的，有正方
形的，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面都有明
确的“商标”，可见当时生产者已经
具有朴素而又强烈的商标意识。

清代道光《琼州府志》有记载：
“墨，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谷（应为
潘衡）造墨，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
墨’。其法每笏用金花烟脂数饼，故
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苏东坡在《书潘衡墨》中也描写
了相关故事：金华人潘衡来到儋州
制墨，虽能制造出墨但却缺少精品，
后苏东坡教他制墨之法，果然制造
出精品墨。后来，潘谷在精品墨上
都铭刻“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苏东
坡称“常当防墨工盗用印”。“海南松
煤，东坡法墨”相当于潘谷所制之墨
的商标，且具有防伪作用。

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一件商

标，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出
现的商标广告，是国家博物馆馆藏
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此商标诞
生于北宋时期，商标中间是一个“白
兔捣药”图，这已是一件成熟的商标
作品。

成熟商标
彰显身份，促进销售

到了明清时期，我国工商业技
术水平又提高了不少，知名品牌不
断出现，经营者的商标意识也在不
断加强。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商品
制造者或者售卖者逐渐懂得商标的
商业价值。

明代时，我国陶瓷、纺织等行业
的名牌产品声誉远播，这些产品的
商标在市场上已经颇具影响力，比
如“景泰蓝”珐琅制品、“六必居”酱
菜、“同仁堂”药品、“顾绣”绣品、“尤
墩”土布暑袜、“张小泉”剪刀等。

到清代时，“丁娘子飞花”棉布、
“眉织”棉布等都是响亮的牌子，清
代史料笔记丛刊《阅世编》有记载，
松城有著名棉布产品“飞花、尤墩、
眉织”。明清时期的商标，主要起到
保护正品防止伪造、宣传商品、引导
消费者认知和购买等多种功用。

到清代末期，生产商给产品设
定商标已经普遍存在，而清政府也
开始设立“商标注册局所”，接着又
颁布“商标注册章程”。到1923年，
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商标
法》。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颁布
《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1963 年又公布了《商标管理条
例》及其施行细则。1982年8月2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使我国的商
标命名工作有了明确的立法依据。
相关数据显示，1979 年中国只有
32589 件商标，但是到 2022 年年
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达到
4267.2 万件，早已成为世界上商标
最多的国家。在新时期，随着广告
行业的兴起，商标在推销商品上的
工具价值更加明显，商标注册与运
用也蓬勃发展起来，此时的商标，具
有彰显身份和个性、促进商品销售
等功能。

从无到有，从懵懂到觉醒，从萌
芽到繁盛，我国的商标发展历史，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商标史是中
国商品经济发展史，也是中国奋斗
史，展现了我们祖祖辈辈的智慧，呈
现了充满魅力的民族文化。

（《海南日报》）

古代对医务人员有哪些尊称？
早在周代，对医务人员已有不同的称呼。当时

将包括医生在内具有艺技的劳动者统称为“工”。《灵
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曰：“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
并将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上工”或“良工”。此后
又将内科医生称“疾医”，外科医生称“疡医”，管理帝
王饮食卫生的医生称“食医”。

秦代有两位名医，一位名“和”，一位名“缓”，因
医术皆高明，且不计名利，后喻称医术高超、医德高
尚的医生为“和缓”。而今，“大夫”一词已成为医务
人员的代称，在古代属多义词。大（dài）夫指医生，
大（dà）夫为官名。

“大夫”作为官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之
下设卿、大夫、士三级。隋唐以后，“大夫”为高官的
称号。清代高级文官称“大夫”，高级武官称“将军”。

宋代开始设置以“大夫”为名称的医官。而医官
中最高级的尊称“大夫”，其次称“郎中”，以下称“医
效”“祗侯”等。“大夫”和“郎中”略有区别，一般将设
馆从医（坐堂行医）的医生称作“大夫”，而把走串于
乡间的医生叫作“郎中”或“方医”“铃医”。

其实，“医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但古代“医
生”之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而是指在“医学”中就
读的学生。

据《新唐书》记载，唐武德年间，高祖李渊在京城
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医
科大学——“医学”，直属太医署。贞观三年，太宗李
世民又在全国各州府设立“医学”。“医学”的学生有
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药园生，其中的“医生”
便是学习医学病理的学生。

“医生”作为医务人员的代称，是逐步演化而来
的。因其救死扶伤，职业高尚，为诗人所赞咏。

（《齐鲁晚报》）

医生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不同历史时期，商标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用途

商 标 史 记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悠久

文明史的国度，商标标识古已
有之，原始人类出于识别的目
的而在某些物品上刻印标记，
即可视为商标的雏形。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们对商标的认知
水平和使用意识不断加深，而
在不同历史时期，商标也有着
不同的功能和用途。

▲北宋年间济南刘家功
夫针铺的白兔捣药商标铜版

（资料图）

□刘中才

为摆脱酷夏带来的焦躁之感，古人经常选择足
不出户，以此躲避烈日高温。但在很多情况下，出门
办事在所难免，特别对于从商者而言，外出经营是获
取经济收入的必要之举。为此，古人会像现代人一样
随身携带一把竹扇，用以驱热避暑。

古代的扇子又叫摇风，一般是用竹子编织而成
的。除去竹扇之外，古人还流行使用团扇和芭蕉扇。
团扇属于蒲扇的一种，最早起源于先秦，唐宋两朝最
受欢迎。团扇多数为圆形，也有六角形或腰鼓形。清
人王廷鼎在其著作《杖扇新录》中说，团扇近世通用
素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园、
六角诸式。可见，团扇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

不过，团扇一般用于女士，兼有辅助配饰之意，
实用性稍差。而芭蕉扇不但来源广泛，而且价格便
宜，可谓是古人夏天的标配。《晋书·谢安传》中记载，
某人罢官归里，携带五万蒲葵扇，士庶争相模仿，一
时价格大涨。芭蕉扇在古代夏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一斑。

然而，扇子作为手摇之物，虽然易于携带，但过
风面积较小，通常只可一人使用、一人受益。为此，汉
代在蒲扇的基础上，发明出一种名叫“叶轮拨风”的
大型纳凉神器。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长安
巧匠丁缓作七轮扇，大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
堂寒颤。

其实，无论古代还是今天，炎夏之热总是会在晚
间时分集聚一团，令人倍感焦灼。有鉴于此，古人很
早就懂得瓷枕可降暑的道理，因此，古人会在午休和
夜间依靠瓷枕作为睡觉降温的载体。中医养生讲求

“头凉脚温”，而瓷枕的枕面为釉，具有凉感，枕在上
面不但舒适凉爽，而且有益于舒筋通络，所谓“半窗
千里月，一枕五更风”便是瓷枕度夏的精妙之处。

有瓷枕作陪，古人继续大开脑洞，发明出用竹藤
或木质做成的卧具，谓之凉榻。古代的凉榻有两种类
型：一为厢式凉榻，一为框式凉榻。厢式凉榻相对沉
重，移动性较差，只适合置于家中某个固定场所。而
框式凉榻灵活性更强，可以随时搬动，受到古人广泛
青睐。 （《联谊报》）

古人夏天也有降温神器

▶白兔捣药商标铜版印
刷的广告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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