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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商业志》的编纂出版，是我市商业战线精神

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

宜昌商业历史悠久，是长江流域著名的转口商埠，特

别是在鄂西、川东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没有一部系统介绍

宜昌市商业的书籍；宜昌市商业局组织人力。历时八年，

编纂了《宜昌市商业志》，是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

编纂此书的同志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广泛搜集资料，认真

考证，分类整理，精心编纂，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考}性的统一，使本书起到服务社会的作用。这是很可贵

的。
‘

此书按“事以类从’’的原则编纂，记述了宜昌商业百

余年的历史和现状，系统的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

历史资料，无论对当代人或后人，都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此书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建国后的商业作了较

详尽的记述。建国后宜昌市商业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也

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只有了解它的全过程，借

鉴以往的经验教训，做到心中有数，才能为振兴宜昌商业

经济做出正确决策。·此书，可作为资治的工兵。

此书按建国前商业和建国后商业分篇叙述，形成鲜



明的对比。旧中国宜昌商业，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虽有过畸形的短暂的兴盛时期，但在建国前近代一百多

年，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压榨盘剥：帝国主义入侵

后，或倾销洋货，窒息民族工业I或收购原料，进行不等价

交换。反动政府昏庸腐败，或公卖鸦片，毒害群众I或纵容

军队，抢掠商民，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因此，旧中国的

宜昌商业经济，是畸形的，衰败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义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坚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坚持为城

乡人民生活服务I特男lJ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体

制改革，商业发展更为迅速，购销两旺，市场繁荣。80年代

来和建国前商业相比，无论是购销总额，还是商业设施，

都有天壤之别。本志书中记叙的事实和数字，是一曲新中

国社会主义商业胜利的凯歌。

这本书是我市从事商业工作同志的一本资料书、工

具书，同时又是一本教材，对其他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

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乐于为序，相信此书会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喱歹jll扣
(罗清来同志系宜昌市市长)

1990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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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范围：建国前以宜昌城商业为对象；建国后，

以宜昌市商业局所属国营、集体商业为主(商业局、供销

社一体时，含供销社商业)，兼及社会商业。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一般为1840年，个别的内容

据实上溯；但在1876年后，才有较具体的史实和数据。下

限一般为1985年，1985年以后商业战线有突出的变化，

记事下延至1989年。

三、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也有部分口碑资料。

2 口碑资料经印证属实后，才予采用。

四、统计数字，以宜昌市计委、统计局的数字为主。缺

少计委、统计局数字时，采用市商业局统计数和宜昌地区

商业局关于宜昌市商业的统计数。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

一般采用全社会商业统计数和商业局系统统计数，并计

算出后者占前者的比重。

五、本志中的组织名称、街道名称、商店名称、商品名

称、度量衡单位，皆按历史上习惯的称谓或单位，能注明

的在括号中予以注明。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简称建国前)

采用帝号纪年，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按。详今略古"的要求，对建国后的商业作了

较详尽的叙述，茭’j’保存一些不容易查找的重要历史资

料，在建国前的商业篇中，附录了一些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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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l

宜昌古称夷陵，城区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的西陵峡口。宜昌

商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来就是鄂西山货土产的集散地和进川

出川物资的转运港口．清康熙年间，就在江边修建了镇江阁，作为

长江运来粮食交易的中心．其时粮食交易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成丰三年(1853年)，川盐销鄂，宜昌成为川盐销鄂的集散

地。‘东湖县志》记载。。蜀舶云集，百货充物，萃于东湖(宜昌清代县

名)。一川盐销鄂，促进了宜昌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市区形成街巷40

余条，以鼓楼街、镇堂街为中心；中心处大型商号较多，交易繁忙。

大南门外正街、大东门外正街、大：IL,N外正街乡场生意兴隆。上河

街、下河街、西坝内河街、外河街主要做船民的生意，酒肆、茶楼、商

店应时而兴。全城共有各种店铺1300余家。

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据约宜昌辟为

通商口岸，外商先后到达宜昌，开设公司、洋行。除少数经营航运

外，大部分经营商业。宜昌设置海关，轮船通航后，商业形成了以转

口贸易为特色t以宜昌为枢纽，向长江上游西南各省输送工业品，

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输出农副土特产品。转口贸易的形成和扩大，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市区向东南方向扩展，沿江形成新的街

道，外国公司、洋行都集中在这里。．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政府在宜昌征收鸦片税，“公卖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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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于是进出口货物总值剧增，商业畸形发展。

宣统二年(1910年)，修筑川汉铁路，总站设在宜昌。数万名筑

路工人聚集宜昌。总站购买了东山寺至石板溪之间土地数干亩，修

筑车站、办公楼、仓库及住宅。于是东门一带很快繁荣起来，开设了

许多餐馆、杂货铺及铁、木、竹手工作坊。

民国3年(1914年)，宜昌成立商埠局，先后修筑了通惠路(今

解放路)、一马路、二马路、怀远路(今红星路)、福绥路、云集路、中

山路。商业区向城东扩展。

民国9年(1920年)和民国lO年(1921年)，宜昌两次发生“兵

变”，北洋军阀部队16师和]8混成旅先后大肆抢劫商店，商业受

到沉重打击。民国11年(1922年)，北洋军为了筹措军费，特许宜

昌再次“公卖鸦片”，宜昌又成为川、滇、黔三省鸦片外运的集中城

市，出口鸦片总值在千万元(银元)以上。各地烟商云集宜昌，城市

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合计达到20万人。以鸦片贸易为

中心，带动了其他消费品贸易的发展，这个时期，曾被商人称为“黄

金时代”。民国19年(1930年)拆除城墙。次年，沿城墙基础开辟了

四条马路：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城内城外商

业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北起紫云宫(今三江桥附近)，南至美孚油池

(今港务局一带)，南北跃5公里、东西宽0．5公里的市区。通惠路

(今解放路)、二架牌坊(今新民街)、鼓楼街、南门外正街、大公路，

是最繁华的商业区。

30年代由于禁止“公卖鸦片”，“市面一落千丈．各地到宜经商

者，亦迁徙他方，全市人口减少几半，大约只剩11万之谱。”1936

年，由于桐油涨价，鄂西各县的桐油集运宜昌出售，市面才略有转

机。其时，较为繁华的街道一是二马路，二马路是轮船码头所在地，

过往旅客较多；再是通惠路，那里大型商店较多。1937年，抗日战

争爆发后，由于金融紧缩，交通阻滞，市场又冷落下来；只是西去的

难民较多，饮食服务行业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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