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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县贸易志》是根据中央档案工作会议精神和县地方志会议要求，在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下，由财贸办公室直

接领导，商业局、供销合作社、粮食局、对外贸易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组织力

量编写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经领导小组决定，将冬随县贸易志》更名为《随州贸

易志》。

历代修志旨在存史、资治、教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编写《随州贸易

志>同样是想尽一切可能，把规定时期内的贸易史料搜集拢来，编写出来，以期从

史事记述中展现随州近代贸易事业的发展规律，从而使今后的贸易工作有所借

鉴，进一步做好工作，促进祖国的口四化努大业。

本志内含概述、机构沿革、城乡市场、行业贸易、对外贸易、对私改造、工商行

政管理、商办工业、名产、杂记、大事记等篇，通计二十万字，间插图、表、照片百张，

主要记述了清代后期以来百余年的贸易史事，而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要求，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情况记述较略，其后较详。

《随问贸易志》编写班子于一九八一年底组建，历时六年有余，专班人员不辞

辛劳，团结奋战，行程数千里，足迹遍各方，通过查阅、采访，征集文献和口碑资料

二百余万字，经分析、筛选、整理，一九八五年五月编成第一稿。在松菠县召开的全

省方志会上作过讨论。会后汲取各地经验，从结构到内容，进行了全面调整。又

经过两年的努力，作了多次修改。特别是随州市商业委员会组建后，主任鲁文涛

同志，c加强领导，热情支持，使本志得以顺利完成。

在征集资料中，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贸易志》编辑

室、《襄阳地区贸易志》编辑室以及随县档案局、图书馆等单位，惠予大力支援，在

7此谨表谢忱；湖北省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主任曾兆祥

同志对我们的编写工作十分关注，诸多指点，又为本志写序，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编写人员很少，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低，书中错误，必不可免，敬

清各级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随州贸易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序

<随州贸易志>经编纂诸君辛劳四载，终成大业。这是湖北省开展编修新方志

工作中，贸易方面专志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实在值得庆贺。

·我们伟大祖国，几千年来，投身于史乘方志的编修，代有贤人。他们给后代留

下了无价的、浩瀚的精神财富。方志在存史、教育、资治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这

是主流。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时代和思想上的局限性，旧的史志普遍存在着轻

视、忽略对经济贸易方面的记述。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久成绝唱；后

继的史志中的有关门类，对于田赋、钱法、物产、盐政等虽有记述，然而基本上是重

本抑末，耻于言商。故有关古近代的市场贸易状况，或语焉不详，或竟付阔如，更

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科学的记载，以致现代人们想了解或研究那时中国的经济

市场情况，考察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

状况和迟滞的原因等等，都感到史料不足，不得不旁搜侧采，有时能在志书的“风

俗打、“榷税’’，或在笔记、杂著中发现一点材料，便如获至宝，辗转引用。当然，这也

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一种反映。

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

取得了辉煌成就。商业工作是经济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沟通生产与消费，

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联系中，在促进和引导生产、满足消费需要、繁荣市场、

稳定物价方面，都具有巨大作用；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

正，总结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肯定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对商业的

作用有了进一步的重视。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商业工作正面临改革、发展的时期，我们各地修志的

同志，承担编纂贸易专志或专卷的任务，实可谓躬逢盛世，巧遇良机。大家深感使

命之光荣，责任之重大，又由于要继承传统、锐意创新，也深感才力之不逮，文笔之

艰难。但是，同志们奋发图强，锲而不舍，终能不辱盘史力命，克期有成。<随州贸易

志》脱颖而出，为我们全省从事这二事业的同志鼓舞了干劲，增强了信心。

纵观<随州贸易志>，上下百余年，纵横数十业。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事，

分别以志文图表，编纂成卷，口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史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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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记叙谨严，深得志书之要旨；观点明确，论从史出，尤见创新之追求，地方特点

鲜明；全局、典型皆备。读来4-z．高兴。在他们付梓之际，应命欣然举笔，略申贺

佩之忱，感慨之意。浅陋处幸勿、为识者所笑。

曾兆祥

一九八五年九月



《随州贸易志》编纂领导小组

第_届(1981--1983)

组 长：’张世平

副组长：周成乐

成 员： 邓金荣、杨延典、曹超炎、王志明、雷震、张运学

第二届(1983—1985)

组 长：张世平

副组长： 周成乐、孔正甫

成 员： 邓金荣、杨延典、曹超炎、王志明、雷震，张运学、雷启国、

张家祥、陈大贤

第三届(1985--1987)

组 长： 鲁文涛、张世平

副组长： 周成乐、孔正甫

成． 员：【邓金荣、杨延典、曹超炎、王志明、雷震、张运学、雷启国、

胀家祥、陈大贤、刘正本、王宽明、符永昌、彭锁奎、王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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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U光选

曾亚东、卢祥富

刘光选、曾亚东、卢祥富、张运学、陈襄生

陈襄生、王冬晴

工作人员：卢丽华

封面设计题写书名： 丁忠诚



凡 例

一、本志内容只限商业局、供销合作社、粮食局、对外贸易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五家情况。

一九八O年至一九八三年随县与随州市分治期间，市属五家情况一并记述；此期间的城关、

城关镇、县城等称谓均指原随州市市区。

二、本志时限要求，上起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啕Z)，下迄一九八三年。但对同治八年前的

贸易状况，根据现有史料，也多尽量上溯，予以简记。

三、本志体例横排竖写，以事设章、立节，编年记述，但因史料难以搜集，故缺项：断线处

均有。

四、本志记述，以文字为主，图表。照片兼用，力求清晰、醒目’，便于查阅。

五、为便于了解朝代和换算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志记时多用朝代建元年号，

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改用公元记年。

六、本志所用“解放前一、。解放后”二词系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随县建立前、建立后；

“建国前”、“建国后”二词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建立后，凡搿目前”、“当前”、“如今”、“至

今”、“现在”等词，均指一九八三年。

七、建国后货币凡未注明币制者，为现行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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