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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五金商业志》是《长沙市志》所属

基层行业专志之一。它的编写是遵照长沙市志

编篡委员会关于编篡《长沙市志》的指导思想

和编写方法，根据“专志贵专的”精神，立足于行

业特点，采取略古详今，横排直叙，分别各个不

同时期，按各类不同项目，分期、分类、分章节写

成。全志分概述，建国前私营五金商业行业的

形成、兴衰、经营管理和建国后国营五金商业

的建立，购销经营，企业管理以及另售网点专

店，共计七章，30节，1 10000字，是长沙五金

商业行业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史志资料。

各项史实，基本上均经反复核对查证，有据可

稽，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1 840～1 989年)建

国前工商资料残缺不全：建国后国营五金商业

机构又几经调整，异动频繁，档案资料亦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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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五金商业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形

成的一个新兴行业。昔以金、银、铜、铁、锡

统称日“五金”，今则泛指钢、铁、铜、铝、

锌、铅、锡、镍等金属原材料及其加工制品均

属之。且包括在使用上与之有关联的部分玻
璃、橡胶、石棉、塑料、皮革等制品，亦属五
金商业经营范围之内，故五金商品，品类庞

杂，规格众多，大至机床、机器设备，小至元

钉、铁丝、木螺钉，不下千万种，既有生产资

料，也有生活资料，使用范围广泛，与国家工
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人民生活均有着较为密

切的联系。

五金商品的经营，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性，

商品多为金属材料制成，对其质量、性能的检
验鉴别和商品养护，推介使用，多涉及金属材

料学、力学、电学以及机械原理、机器制造、

金属工艺等科学技术知识。且商品专用性强，大

部商品不能代用或错用，否则造成生产事故，



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商品计量单位

有公制，英制或市制，虽建国后规定按国际标
准统一使用公制，但受到原有工业设备限制等
条件，部分商品迄今仍习惯沿用英制规格。故

经营五金商业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

业技术水平。

长沙五金商业最早有铁作、铜作、锡作等
制品作坊，生产各种农具，炊具和刀剪、门锁、
酒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均系手工操作。自产自
销。清代以后，始有专营铁钉、泥刀、烫子、

斧头、刨铁等五金商品的门摊店铺，但仍多为

前店后坊、工商合一，或肩挑贩运，摆摊经

营。及至清末民初，崇尚洋务，湖南地方工业

逐渐兴起，机械、铸币、冶炼、纺织等现代工

业相继创办，需购置各类机器设备、工具配

件，以及钢板、钢条等金属原材料，五金商业

遂应运而兴。时货源多仰赖国外进口，或从上
海、汉口、广洲等大城市辗转购入。

长沙自光绪三十年(i904年)根据中英通

商条约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海禁大开，帝国

主义洋行遂趁机相继来长倾销洋货五金商品，

据民国三年(1 914年)长沙海关统计，是年长

沙直接进口洋货234．5万关平两(注；关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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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海关计算单位，每千两关平两折合省平银
1 088．8两)，比开埠当年增加3．83倍，其串以
五金制品、电器材料，化工颜料和纺织品为大

案①。洋货输入、导致五金市场日趋活跃，五
金商业逐渐繁荣。

民国七年(1 9l 8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
昌段通车，京、津、沪、汉和江浙等地产品，
均可由武汉转车直运长沙，因而江浙、湖北、

江西等地客商亦趋之若骜，相继来长开店经营
五金生意，更促使了长沙五金商业的迅速发
展。初集中在西区沿江大西门、小西门、太平

街、西长街一带，后延伸至坡子街、臬后街、

药王街等商业繁华地区，抗战胜利以后，大的

五金行号则多移至中正路(今解放路)、蔡锷
路市区商业中心。有的经营机床，机器设备、

机械配件或钢材、铜材等金属原材料，统称

“大五金”：有的经营元钉、铁丝和建筑用门

窗配件等民用五金，统称“小五金”；有的主

营五金工具，兼营室内电料或玻璃，称日“电
料五金”或“玻璃五金”；还有少数专用五金商
店，如船舶五金专营船用铁矛、铁链、船灯、

白麻绳等：纺织五金专营纺织机器及零配件。

一时五金生意兴隆，五金店铺日益增多，五金



行业逐渐形成，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
成为长沙私营商业中的一个较为殷买的大行

业，其中尤以江浙商人实力雄厚，善于经营，
执行业之牛耳。

1 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 95 1年国营专业
公司成立，同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限
制、利用、改造”政策，是年底，部分私营五
金批发大户转入公私合营。1953年，“三反”、

“五反”运动以后，国家对商业经营政策和体制
进行调整，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领导和

调节作用，国营批发商业加强了主要商品的收
购经营，私营企业只能仰赖国营批发进货，难
以开拓，同时不少私商在“五反”运动中均犯
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通过退赔，资

金短缺，亦难以撑持，私营五金业遂于1956年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从而形成了以国营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五金商业

市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

实行战略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对

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
进行商业体制改革，扶植发展集体、个体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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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种经营的联合体，从而打破了自五十年代
以来，长期形成的国营独营局面，而改变为以
国营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
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集体，
个体的五金商店蜂涌而上，长沙五金商业又出

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且成为全市最热门的
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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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建国前、后的私营五金商业



第一章 行业沿革

第一节行业起源

长沙五金商业，始于清代中叶。清乾隆五

年(1740年)，长沙东乡铁匠董绍阱在长沙学

院街口开设董同兴刀剪铺，经销捞刀河刀剪毛
胚，自行加工销售②，是长沙最早专业经营五

金商品之始。清成丰年间(1 s53年左右)，有

宝庆人(今邵东县)杨长贤兄弟，初从家乡宝

庆、湘乡一带肩挑贩运各类锻造铁钉、 木屐

钉、船舶钉等来长摆摊销售，后正式在太平街

开店经营，取名杨仁泰钉子铺(后改名杨隆

泰)，适逢广西太平军起义，丁忧在籍侍郎曾
国藩(后升任湖广总督)奉清廷谕令在湖南主
办团练、训练湘军进剿，兴建水师， 营造船

只，需用大量铁钉，杨仁泰开张逢时，生意兴

隆获利颇丰。③随后杨氏家族、同乡见经营
铁钉有利可图，亦相继来长开设杨义茂、李仁
和(后改名老仁和)等店铺，除主营土钉外，
并兼营铁锅、瓮缸等铁铸品。至民国初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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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大平街、西长街一带、宝帮钉子铺已增至7

家，后发展到9家(太平街有杨隆泰、杨长

茂、乾元、李仁和等4家，西长街有杨义茂、
仁义生、福星、德日新、丰泰等5家)。多为

父子，兄弟或叔侄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其中
杨仁泰、老仁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6年转入公私合营，历时百年之久。

此外，长沙经营五金行业较早的店铺，还
有清光绪六年(t880年)藩城堤龙万盛铁铺，
自制泥刀，烫子等泥工工具；民国元年(1912

年)东长街(今蔡锷路)宋宏兴铁店，专营釜

头、刨铁等木工工具。但均系手工锻造，前店
后坊，自产自销，工商合一，尚未形成行业。

据民国二十二年(1 9 33年)《湖南年鉴》记载：

“民国初年，五金尚属洋广货业之附业’’④。
民国四年(1 91 5年)，美商汉口保太洋行

首家来长倾销元钉及部分钢材，人称“洋钉”，
是为五金洋钉入湘之始， 据民国六年(1 91 7

年)长沙轮船厘金局统计，是年输入洋钉937
件，计重48．6吨、各土钉店亦兼营洋钉。但保

太洋行仅开业两年， 即告歇业⑤。民国九年

(1920年)，原海关职员，安微人王安逊见湖
南尚无专营五金商品之店铺，乃利用其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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