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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有許多東西，說起來，再熟不過，如一起長大的同學；問起來，卻又陌生如剛搬來的

鄰居。許多老牌子就是這樣的東西。

譬如森永牛奶糖，小小黃黃的紙盒子，我們開了又開，掺著土黃甜汁的口水，流了又流，

童年因森永牛奶糖多了好幾分甜，但是，問起森永牛奶糖怎麼來的？為什麼牛奶糖盒上面有

一個天使？卻又一片霧在眼前似的。

森永牛奶糖誕生的隔年，即現身臺灣，登臺至今已超過90年。

森永牛奶糖來自日本，文學一點，無妨說是孕生自陶窯。做出第一塊森永牛奶糖的森永

太一郎出生佐賀的伊萬里，這裡正是日本著名陶瓷「有田燒」的窯區。太一郎的祖父原為首

屈一指的陶瓷商，但到父親一代，已然沒落。太一郎6歲失怙，母親再嫁，環境逼迫他十幾歲

就拋頭在街頭，叫賣蒟蒻。

稍長，太一郎在別人的陶瓷店工作，為了銷售，前往美國，卻飽嚐失敗。有一天，坐在

舊金山的公園長椅，飄落地面的一張小小牛奶糖包裝紙抓住了他的目光，靈光一閃，太一

郎決定「就在日本賣這個！」此後11年，太一郎一直留在美國學做蛋糕、麵包和糖果等等甜

點。

19世紀最後一年的8月15日，太一郎帶著美國學來的烘焙技藝，在東京赤掺把「森永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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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牌子系列之一》

森永牛奶糖 文•圖／陳柔縉

二○年代，森永設在臺的販賣株式會社，位於今館前路東側上。店面兩條廣告布條，右邊寫「牛奶糖」，左邊寫著
「牛奶巧克力」。（繪圖／梁旅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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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牌掛起來。王永慶從小米店起步，國泰

集團從小醬油廠開始蛻變；今日的大企業，

昨天都是小店。森永也是一樣，最初的店面

只有兩坪大。

森永最早賣的並非牛奶糖，而是一小丸

一小丸的棉花糖。1904年，森永太一郎才把

舊金山公園裡的靈光喚醒，開始製造牛奶

糖。當時的包裝跟今天完全不同，即便最小

的包裝，也有60顆糖，而且用小罐子裝著。

現在大家所熟悉的紙盒包裝，是逐漸修改來

的，不是一次到位的設計。

森永的天使商標，則跟太一郎在美國

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有關。1905年，太一郎

描畫了一個可愛的天使，再加上自己名字

Taichirou和姓氏Morinaga的英文縮寫字母

「TM」，完成森永天使商標，陪伴幾代人成

長。

「 」〈牛奶糖〉的名

稱則到1913年才啟用。1914年3月20日，菊黃

的小紙盒上，天使頭朝下，彷彿降臨人間；

天使下方再印上「 」〈牛

奶糖〉的字樣，現在大家熟悉的森永牛奶糖

的模樣，終於組裝完成。太一郎利用在東京

上野公園舉辦的大正博覽會，擺了特賣店開

賣，一小盒十錢，意外一炮而紅，從此進入

大量生產。

1915年，越過東海，森永在臺灣也賣力

推銷牛奶糖起來，南北有7家經銷特約店。

報紙開始刊登廣告，廣告中可看見分大小盒

兩種包裝，大盒約名片大，即現在市售常

見的包裝，一盒賣10錢。當年一份報紙八個

版，一個月報費要60錢，換算起來，買一盒

森永牛奶糖，可買五天報紙，可見初來的森

永牛奶糖比現在貴多了。

可別以為森永牛奶糖只是哄騙幼稚小童

的塞嘴玩意兒，1915年森永牛奶糖的廣告，

很明顯標示「煙草代用」，可以替代香煙。

三0年代以後的森永廣告以兒童顧客為訴求，畫面純真可愛。

1921年的廣告，以拿鍬的勞工為主角，又強調可替代香煙，森永牛奶
糖在那個年代顯然不完全屬於兒童的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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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成 現 代 白 話 說，嘴巴閒著無聊，要抽煙不如嚼

牛奶糖。其中， 也可以看出，初期森永不把牛奶糖

視 作 兒 童 零 嘴 而已，成人才是消費群主力。三○

年 代 以 後 的 廣 告，推銷對象才轉趨純粹針對兒

童。

森永太一郎 本人平時更把「牛奶糖比酒還有營

養 」 掛 在 嘴 上 。 1927年，他來臺灣遊覽視察時，在臺

北大酒樓蓬萊閣宴 請150位小賣商人，就徹底實踐信念，

以牛奶糖代替了酒。

最 早 期 的 森 永 廣 告 還強調，常吃牛奶糖，可調和胃腸、咽喉舒

暢、醫治身心疲勞、補充無窮 精力。用現代的頭腦想，有點難解。

太一郎在臺灣遊記中曾提到，他到了高高的阿里山上，發現一家臺灣人開的店內，竟然

有賣森永的糖果，臺灣籍老闆的日語也很流利，讓他很感動。戰前，森永產品深入臺灣各角

落，多少跟森永的廣告攻勢有關。

從1915年到戰爭末期，森永不斷丟出嶄新的廣告推銷術，有直接推銷產品，也有很多俾

益企業形象的做法。譬如到全臺各地辦「森永日」，放免費電影；或者元旦過新年到臺

灣神社〈位於今圓山飯店〉參拜，拿一張10錢的牛奶巧克力包裝紙進臺北火車站，可免

費搭至圓山；也向全日本徵件，以森永牛奶糖的空盒製作藝術品，然後在臺北最大的百

貨公司「菊元」六樓開展覽，展出400件，臺灣兒童的作品也有幾十件；與臺北市政府、

婦女組織到「圓山遊園地」（今市立兒童育樂中心）合辦母親節，讓兒童唱歌跳舞感謝

媽媽，喊「媽媽萬歲」。

90幾年來，數不清時代都翻滾幾圈了；從電影沒有聲音、出國只能坐船，到用電腦

傳信、網路購物，許多老牌子被潮流淘洗不見了，還存在的老牌子也多半換了名字或換

了味道，森永牛奶糖卻依然一襲黃色樸素舊裝，讓大家還舔得到童年的甜，好像童年不

曾飄遠，隨時呼喚即來。 

森永創辦人森永太一郎

陳柔縉小檔案
陳柔縉是作家，常見專欄和著書。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進入

《聯合報》和《新新聞周刊》，當記者，跑政治新聞。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關係」，

辭職著書，寫出《總統是我家親戚》（本書後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是瞭解臺灣社會

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最近幾年，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

史的視野；《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

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

名。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著書有《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

廣告》，最新作品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陳柔縉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以新聞報導體的敘述方式講故事，夾議夾敘，兼帶考證，卻又活靈活現，如臨現場。比如

世人談起王永慶創業傳奇，一般人以其寒貧起家為美談，然柔縉先把「元」還原為「圓」，再比對資料得到，王永慶並非苦寒出

身、白手起家。她不是學者，卻能旁徵博引，穿針引線，在細縫處嗅出時代氣味，勾勒出一幅幅庶民生活史。誠如自序所言：時

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

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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