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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商业志》是古城泰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它横贯古

今，尽其所考，实事求是，详略得当地记述了泰州商业的发展过程，

为我们从商业流通的角度了解泰州的市情，提供了一份弥可珍贵的资

料’。它是泰州地方志苑中的一朵新葩。竹帛垂书，可传后世。 !

泰州古称海阳、海陵，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和一定区域的

商业中心。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 l 7#-)置海陵县，是为泰州建

制之始，迄今已有21 00多年的历史。汉居以来，泰州一直是人文荟

萃、物产丰富之区，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称。五代时南居李

晨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在海陵县置泰州，泰州之名从此始(取国

泰民安之意)。中华民国元年(1 91 2年)泰州改称泰县，1 949年解放

后改称泰州市。

泰州商业，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吴王刘濞就在这里发展农业，

设置“海陵仓"，监煮海为盐。唐代有“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穹”

的千古名句。宋代有“淮南盐数天下第一，盐税亦第一"的记载。明

清以来，泰州成为大江南北盐、粮芡易的集散之地。解放前夕，泰州

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为苏北地区经济中心之一。解放初期，苏北行政

公署和专员公署就设在泰州，监在泰州建立百货、纺织品等九个商业

和物资系统的二级站，有的负责供应里下河东半片通扬盐地区十多个

县的商品物资o

大凡盛世，商必兴隆。经过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建设，古城泰州

已发展成为长江北岸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

下，已经形成了“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今天的泰州

商业系统，拥有百货、五交化、糖烟酒、食品、医药、物资等一批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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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企业，拥有一批肉制品，蛋制品，豆制品、调味品，糖果糕点、生

化制药等生产加工工厂，下设200多个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1993

年全系统固定资产7838万元，自有资金1209万元，全年商品销售总额

达8亿元。

<泰州商业志》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对上述的商业系统所属

行业，作了重点的记载，并突出了建国以来国营商业的发展过程和在

各每个历史时期主导市场工作的重要作用。由於受商业职能分工的限

制，本志不可能记述建国后的粮食、物资、供销社商业以及近年迅速

发展起来的个体商业或其它社会商业的内容。而对于建国前的泰州商

业，由于商业的范畴没有界定，故记载范围较宽。

值此《泰州商业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泰州市商业局，向关心和

指导本志编写工作的各级领导，商界前辈，各界人士以及为编纂工作

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tl"1，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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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遵循“详今略古刀

的原则，努力做到既反映全貌，又突出重点。

二，记述范围：以泰州城区商业为主。

三、时间断限：上限尽量追溯；下限迄至l 989年末。部分章节延

续至1992年末。

四、体例：主事按行业设置篇目，横排纵述，文体，用白话文，

记叙体；行文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练口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

记述，必要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元

纪年。

六、数字：公元纪年和数量、金额均用阿拉伯数字记述。

七，货币、度量衡以当时通用为准，一般不作换算，解放前的金

额记数用旧人民币，解放后则一律用新人民币。关于新旧人民币比价：

中国人民银行于l 953年3月1日发行新版人民币，以代替旧人民币，并

以新人民币l元合旧人民币l万元的比价收兑。

八，本志资料，以史书，档案资料和行业资料为主，经考证鉴别

后载入，文中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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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泰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商贸古城，迄今已有2 1 00多年的历

史。泰州在周，秦时称海阳。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l 1 7年)设海陵

县。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设置海陵郡。南居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为

泰州。民国元年废州建县，称泰县。辖境包括现在的泰州市、泰县、

海安县的全部和江都县、兴化市的部分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建立泰州市。泰州市曾为苏北行政公署所在地。泰州市和泰县曾

两度合并，直至l 962午“两泰”再次分治后恢复泰州市建制。现在的

秦州市，经省政府批准，城市性质已确定为以轻型机械，纺织和食品

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并从1985年起成为省计划单列市。目前全市

总人口25万人，城市建城区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

泰州地处江苏腹部，南濒万里长江，北依里下河粮仓，既是苏北

通扬盐经济区西部的一个中心城市，又是里下河地区入江达海的门 )

户。泰州的盐业，农业历史悠久，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

称。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 95年)，吴王濞就在此“煮海为

盐’’。吴王濞文学侍从汉代辞赋家枚乘谏濞书中就有“转粟向西，

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的记载。隋朝，泰州商业已有

一定规模。炀帝大业九年(6 1 3年)曾“迁海陵官商大贾入东都洛阳"。

居代，利用大运河作糟运，扬州曾一度成为“富甲天下’’的最大经济

都市，泰州因距扬州仅50多公里而兼得此利，历史上就形成了一定的

经济文化基础。玄宗开元元年(7l3年)，已设海陵监管理沿海各盐

场，乾元元年(,758年)，泰州的盐监为当时的府都十监之一，沿海居

民煮海水为业，盐仓，粮仓遍布海陵各处，有“岁盐利至600万分



缗，居天下赋税之半，，之说。其时，古城泰州即以“海陵红粟，仓储

之积靡穹，，闻名于世。随着盐、粮规模的扩大，商品交换逐渐发展。

北宋时期，泰州为淮东名区，街市长达五里，商号鳞次栉比，是

里下河地区以盐，粮生产与流通为支柱的内河港口重镇，有“淮扬十

郡邑，税粮独泰居三分，，的记载，官方设税务司于城中桥畔，税务桥

因此得名。南宋末年，泰州商业衰落，街道沉寂，商店闭户。民族英

雄文天祥曾发出“白海陵来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门关”的感叹。

元末明初，受战事影响，城池被淹，繁盛街道毁于兵火，东西门

大街两侧已有不少成为农田、菜园。明洪武二十五年(1 392年)，筑东

西两坝，规定永不许开。自此，上下河不能直达，往来船只必须在此

过坝，于是北门外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出现了热闹的商业街市一一

坡子街。

清代，泰州开始成为繁荣的区域流通中心。清政权国家资本经营

的淮南十一个场的小盐运销，从泰州过坝，又引动了泰州的造船和手

工业。清乾隆年间，泰州有陆陈行(粮食行)60余户，大多集中在孙家

桥和演化桥河西一带，稻河路因此而得名。可谓“广胜居中谈买卖，

百文一石下南河，，(广胜居是位于稻河的一茶社，是稻客、米贩聚集

之地，也是议价，定价之所)。盐、粮的大宗交易，带来了商业的繁

盛。 “市廛百货灿成行，闽广川湖各擅长”，其中“坡子坊市廛尤

盛"。许多著名商号在坡子街相继刨建，如乾隆二年创建的陈德兴糟

坊；嘉庆年间开办的曹鼎盛南货店；道光年间先后开业的凤凰烟店

(今天福商场前身)、谭广裕中药店和德新元中药．店等。道光年问，爆

发太平天国革命。泰州因远离京杭运河，无战火波及，省藩台、臬台

及扬州道台相继迁来泰州，大江刺k．tA雅士纷纷前来流寓，泰州人
口剧增，也刺激了市场的兴旺，外地客商渐多，有江中人孙姓开设

●

●



●

◆

的洽记钱庄，六合人张乐亭从事的布摊商业，江南人开设的庆泰生、

庆升、姚广秦酱园和广春源、章保和，赵广春，德恒兴药店，安徽

人开设的张恒兴槽坊，徐太美油漆店等，而本地商号大多是夫妻店，

规模小，经营比较保守，一般是“城门口买，吊桥上卖”(意为本地

购本地销)，因此有“泰州凤凰城，专发外地人，，的民谚。光绪三十

二年，商会总理王贻哲，投资12万元创办泰来面粉厂，促进了泰州商

业的发展o

． (二) ．

民国初年；泰州已成为“买不尽的东西，卖不完的南北"的粮食集

散市场和工业品转口地。外地商人纷纷来泰从事粮食交易，邻县农村的

小麦、稻谷、大豆来泰销售，苏南及上海等地的商人来泰购粮，仅上

海华丰面粉厂一家最高月收购量就达万担以上。这时的粮食、农副产

品贸易达到鼎盛。最多时全市的粮行有325家，各种商业网点三千多

家，银行钱庄90多处，被称为这一地区的“粮行银楼之都"，吸引着

来自苏锡常沪的许多富商大贾。商业市场上除粮食集散和百货，纺织

品，油酒等工业品贸易以外，茶楼酒肆、旅馆等消费性行业也随之发

展，全城的商号鳞次栉比，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主要有鼎兴，广

泰、吴仲记、吴同泰，夏增泰：晋隆，厚丰、乾泰恒，洪永裕、立泰

村、德盛昌，尤在记、成记等数十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品流转失常，原有的供销关系被战争打断，

淮北大盐运输改道，货源流向沦陷较迟的泰州，安徽的客商来泰从事

盐，粮交易，泰兴一带的行商，从上海把五洋、棉布贩运到泰州、又

吸引了苏北和鲁南等地客商j刺激了泰州商业的繁荣发展。民国二十

九年，城内钱庄60多家，绸布店90多家，其时，泰州的农副产品集

散功能也更加明显，除邻县有各种庙会市场和四乡八镇的集市外，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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