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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古称夷陵，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西汉开始设置

夷陵县。三国时有名的。夷陵之战力就发生在这里。宜昌在历史上，一

直是鄂西重镇，素有“三峡门户一、“川鄂咽喉刀之称。一九四九年七月

十六日，宜昌解放后，建宜昌市· ·．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中上游处，邻焦柳铁路中段，倚长江

。三峡一之“西陵峡’’口。西接 五百里“天然画廊"。溯江而上，直通巴

蜀，东连富饶的江汉平原，顺江而下，直达汉沪·是举世闻名的葛洲坝

水电枢纽工程所在地，也是正在酝酿兴建的“三峡一大坝的后方基地·

宜昌解放前，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的压迫、剥削，经济十分落后．据史料记载：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武昌，淮盐受阻，川盐销鄂，宜昌经

济略有发展；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清光绪二年(1876)“烟台条

约力宜昌辟为通商口岸，设立了海关，英、日、美、法、德、意等国，相继

侵入宜昌，开设洋行，进行经济掠夺，宜昌经济得到畸形发展；民国二

十六年(1937)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宜昌成了鄂西、湘西北

和川黔一带的转运枢纽。

宜昌经济的真正发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1949年的面积

三十四平方公里，人口七万四千人，工业产值四百七十五万七千九百

元，发展到1985年的面积三百三十平方公里，入口四十一万零五百

人，工业产值十八亿元·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机电、轻纺、化医、冶金

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内陆开放港口城市。在全国、全省都有一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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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我国建设重点，逐步由东向中部和西部战略转移中，具有承东

启西，南北交流的重要战略位置。

随着历代政治、经济的演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商品经济

发展的媒介——货币也随之兴起，而经营货币这个特殊商品的金融

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宜昌使用古时的货币——银两，约始于汉代，清

末民初，银元开始进入市场。在这期间，民I'．-I的借贷、“佐钱"、“借钱"、

。邀会’’，进而发展到“典当"、“税号刀、“钱庄’’、“银行”。经营存款、放

款、汇兑等业务。

宜昌金融业的发展，有民间私人的、民族资本的、官办的等等，在

宜昌设立银行机构最早的，有官办的“湖北省官钱局宜昌分局”，于清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民族资本的“浚川源银行"于清宣统二年

(191 0)成立。嗣后，有官办的“交通银行宜昌办事处”、“中国银行宜昌

办事处"、“湖北省银行宜昌办事处"、“中央银行宜昌分行"、“宜昌县

银行"以及民族资本的“聚兴诚银行宜昌办事处’’、“和成银行宜昌分

行"等相继成立·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正确地了解历史和现状，是唯物主义者

研究任何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

视方志编纂工作，借以保存史料，为当代和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新方志编纂

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我们金融志作为党和国家“方志系统工程”的一

部份，也以迅速发展之势开展起来。

宜昌市金融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行(司)的领导下，在市方

志办公室，省金融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走联合修金融志的路子。

从1982年起，由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保险公司以及葛洲坝建设银行专业支行抽人参加，组成宜昌市金

融志编纂办公室。经过宜昌市金融联席会议研究决定，集中人力、财
2



力、物力，着手进行金融志编纂的筹备工作·搜集资料，拟订篇目，落

实撰稿人。其间，搜集资料，调查了湖北省的武汉市、沙市、宜昌地、

市、县、鄂西自治洲，四川省的重庆市、万县市、乐山市，江苏省的南京

市等十二个省、地、市、县档案馆。查阅、抄写、摘录了一百多万字的历

史资料，走访了与宜昌市金融业发展变化有关的熟悉情况的掌故老

人，采访了活的口碑资料。在掌握大量丰富史料的基础上，金融志办

公室的专职人员和各行(司)负责撰写任务的兼职人员，运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追根溯源的求实精神，精心

筛选，严谨恭证的工作作风，仔细撰写，历时数年于1988年上半年完

成了宜昌市金融志初稿编纂任务。并经过组织全市金融战线修志群

英进行初审，然后又经过修改，送市方志办公室、省金融志办公室进

行复审，最后又于1989年7月，邀请王宏森老行长等三十余人进行

了会审定稿。至此，我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型的金融志于1989

年诞生。

纵览一百四十多年的宜昌市金融发展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宜昌

市金融业发展的全貌。新中国成立前的金融业，由于我国处于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金融业伴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为统治剥削阶级服务的一面，也有其为振兴宜昌

民族经济的一面。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金融业，它是不同于任何历史时

期的，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它在支持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已经建立起以人民银行

为领导的，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其他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社会主义金

融体系。宜昌市社会主义金融志的编纂成功，给宜昌市金融系统留下

了宝贵的财富，今后必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来金融事业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明伦’198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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