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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市志》第二、三、四卷凡40余门目，约160万字，涵盖沙

市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今得付梓，必将布益当代，佳惠

后人o

通览《沙市市志》第二、三、四卷，可见沙市“百科"、“百业"之兴

衰，人文习尚之演变。沙市自春秋发端，唐朝称市，经历了明中叶

鼎盛，清末开埠，民国战乱直至解放，荚间虽盛衰有时，然贯穿沙市

历史的主线却始终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沙市市人

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寻找途径，把握机遇，创造性地将沙市建设

成为新兴的轻纺工业城市和全国著名的精神文明城市。其间取得

的光辉业绩及经验教训，则是大事必书，要事不漏o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不可能为未

来的发展提供完整的蓝图，但历史却是未来发展的基础o<沙市市

志》集沙市历史资料之大成，对致力于荆州建设的有识之士观今鉴

古，研究市情，匡正流弊，改革创新，无疑是一部科学、真实、丰富、

系统的地方之全史o

《沙市市志》第二、三、四卷总纂后期，适逢沙市行政建制撤销，

建立荆沙市，旋更名荆州市之际，编纂者们克服重重困难，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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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虑，广收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首编沙市市志画上一个圆

满的句号。

唐宋以后，修志即为地方行政长官亲理之事。时代发展到今

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行政领导虽不可能事必躬亲，然而修志仍

为其政要之一。我作为沙市市最后一任市长和荆沙(荆州)市首任

市长，有幸为<沙市市志>第二：三：四卷作序，深感欣慰o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十数春秋寒暑，字字精

研细琢。在此，感谢方志界的同志们为沙市作了一件流芳百世的

大事!衷心祝愿<沙市市志》成为全国志林中的良志，数千新方志

中的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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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综 述皇不×C

业

三千多年前，沙市之域有石、木、竹、骨、陶、麻、齿、革等原始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沙市“丹、锡、齿、革”以及“金三品”等手工业相对发达。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

世纪左右)，沙市地区的手工业有麻、葛、丝等纺织，产品有罗、纨、锦、绢、绣品等。其中，织锦技术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礼乐器、制陶、漆器、砖瓦、木作等业均有发展。春秋时期，政府对手工

业实行匠役制，史称“官手工业”。手工业由宫府工师管理，手工业制成品上铭有主管官名。战国

时期，手工业分监造者、主造者、造者(又称“工”或“冶”)三级管理体制。这一时期，沙市地域手工

业产品先后由郢县县令、江陵县(楚置)县令为监造者，工师、丞为主造者。

秦汉时期，沙市地方有了私营手工业，其绢、帛、麻布、漆器、制陶、造船等行业在生产规模和生产

技术上较前都有所发展。沙市地域的工业产品由江陵县令、县啬夫、丞监造。秦代制订有严明的手

工业法律。汉承秦制。沙市地方的手工业管理亦日趋严格。
’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工人主要是世袭的依附性很强的百工，其地位略高于奴婢和刑徒。

南北朝后期，允许工匠轮番服役，役完之后，工匠有自行生产的自由。萧梁时放宽对百工的束缚，出

现雇匠，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沙市地域的锦、绫和麻布、葛布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提高。这

一时期，豪强割据，群雄争战，使得沙市的造船业规模宏大，以至木屑、竹头“积之如山”。．

隋唐时期，沙市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沙市所产丝布(又名荆布)、罗纱、通海绸、缎、绫、绢、捻乡由

成为名品；荆南金莲酒、烧春、荞酒亦为名产；造船能力进一步增强，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

战舰，用人力踏两轮，“快如奔马”。唐末天=}右年间，成讷造巨舰可载甲士千人，年造舰船能力可

达500艘。这一时期．手工业工匠有匠籍。江陵县按中央政府规定将沙市江陵匠人以军事组织形

式编制起来，成为一“团”，团中“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轮番到中央手工作坊服役。官府在匠

多时，允许轮番匠以钱代役。少数技艺精绝的“明资匠”、“巧儿匠”，由政府雇请，每日给绢三尺作

为报酬。唐朝江陵县对县境及沙市工匠实行培训制，不同行业工匠由本行业技术高的工匠传授

技艺，培训时间长短随行业技术难易而异。每季由江陵令丞主考，年末由监主持大考。产品技师

有一定标准，规定每件产品上要标制作者的姓名。产品不合格则要受罚，返工重造者有罪。

宋元时期，沙市、江陵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染色技术提高，花样和品种增加，引入织锦加金线

和缂丝技术，提高了产品档次。宋末元初，棉纺织业兴起；活字版印刷和套色版印刷在荆沙出现；

造船修船业亦进一步发展。宋代沙市民间手工业行会组织兴起，政府通过行会收捐、派款，协调

管理行业与市场。江陵设有官手工业机构，将沙市民间工匠按不同行业置簿登记，轮流当差，在

当差工匠中设作头领班。当差工匠都有报酬。报酬按技术高低和计件多少付酬。江陵县对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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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定期评定等级。技术高，为众人推选，经过验核后，可升一等，报酬也相应提高。

元代沙市工匠都被括入官匠籍，官匠户世代服役，一切均在江陵县府控制之下，子女婚配也

受官府约束，然官匠有一定时限的自由工时，可供养家糊121；但如产品达不到标准，则要治罪。元

中后期，中央政府全免工匠户差税，并发给121粮。后不堪负担，精简一批官匠为民匠。

明清时期，沙市成为全国著名手工业城市之一。在明代形成前店后场的手工业格局。市井

“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棉纺织业、丝织业、竹木加工业、漆器、造纸、食品加工、酿酒、雨伞、

金属制品、工艺制品等分布其间。其中，纺织品有“绨帛如苇”之说。

清代沙市各项传统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其中炉坊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清嘉庆十一年(1806)铸重

4．3万余斤的挂斗盘龙铁桅杆。咸丰六年(1856)可造土炮、抬抢、鸟枪等。咸丰九年铸外实内空的铁

牛。每座重40(10余斤。纺织业荆庄大布生产规模和水平空前。开埠前，沙市销往四川、云南、陕西以

及西藏部分地区的荆庄大布达15万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西南报>载文称：“在四川和云南的

每一乡村，我们都见过沙市土布”。陕西亦有“衣被所资，专取湖北土布”(指荆沙荆庄大布)之说。开

埠后，日本纱j布大量输入。沙市土布每匹比日本布轻八两，贵八十文，因而本土手工纺织业“一落千

丈”。其它如蜡烛业、土糖业、制针业等也渐次衰落。一些受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影响不大，而又

适应荆沙乃至川湘鄂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的手工业以及其产品，如竹器、木器、制扇、制伞、剪刀业、

中药业、酱油业、酿酒业、皮革业、农具制造业等得以保存或发展。

明清时期，官手工业和匠役制趋于消亡。明代，沙市的工匠亦轮班赴京服役，其间所需费用 ．

一切自理。成化二十一年(1485)规定轮班匠可以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T匠一律以银代

役。这样，手工业匠人相对自由，因而沙市出现匠人以及商人按行业相依靠建房形成街巷的情

况，使行业的生产、销售、行会管理有所发展。清代手工业经营范围缩小，作坊减少。顺治二年

(1645)废除匠籍制度。康熙三十六年(169r7)废除匠役制度。这以后，全国有十三省市(县)的商人

和手工业者纷纷在沙市组织帮会，建会馆，号称十三帮。各帮会协调本帮内的生产、销售、物价，

调解纠纷，救济困难等。十三帮建有总会，负责协调各帮会之间的关系，稳定市场，与政府交涉，

办理政府交办的事项等。清政府亦利用帮会管理工商，摊派捐税，左右市场。

清代，仍有征民匠当差，无偿效力的情况。咸丰间清政府令荆沙炉坊业铸造土炮、抬枪等，枪

炮上均铭有监造者的姓氏，以备稽核。 ，。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沙市商会成立。十三帮会首彭春膏出任商会会长。商会实际上是工

商合会，许多手工业工场主是商会会董。商会职责与十三帮总会大体相同。

甲午战争以后，沙市现代工业起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沙市邓氏富商筹银20万两，

创立织布厂。光绪三十三年，中日烟厂在青石街开办，雇工百人，资本8000两(白银)。此即为沙

市最早的现代工业企业。

辛亥革命时期，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较快。民国元年一9年(1912—

1920)，沙市先后兴办胜家机器公司、云锦机器米厂、信义面粉厂、普照电气有限公司、电棉机厂、崇

石印厂等6家，工业资产55万元(银元)，工业职工约500余人。工业资本中有民族工业资本自身

的积累，但主要还是商业资本积累的转化。 ／

民国10。25年(1921—1936)，列强卷土重来，迫使沿海城市民族工业转向内地找出路，沙市 ，

工业有了重大发展。民国18年(1929)中英合资建沙市打包厂，资本200万元(银元)，华资占

70％：民国19年正式成立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万元(银元)，分l万股。沙市始有“现

代生产线上经营的工业”。商业资本积累的转化占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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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沙市先后兴办卷烟、纺织、印刷、米面加工、电力、机械制造、玻璃制品、

日用化妆制品等20余家现代工业企业。进口设备多为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产品。形成沙市

轻纺工业雏形。

抗日战争时期，沙市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抗战末期与抗战前夕相比，沙市现代企业减少

55％，从业人员减少92％，资本减少57％。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沙市的工业企业有企业立案注册，企业经营管理，经济合同

管理，商标、广告管理等。沙市的一般小型工业企业由警察局负责登记注册管理，商会及各同业

公会协助管理，但稍具规模的企业要向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注册立案，方可营业。国民政府对

各地各类工业企业的管理初成体系。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沙市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均呈准立

案注册。民国21年(1932)，沙市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在经济、业务、工程三方面均取得相当成

绩”，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依照奖励民营电气事业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通报嘉奖。但是，对于中

外合资企业却丧失管理主权。如：民国18年(1929)10月建成的汉口打包公司沙市分公司则是在

香港注册，领取英属执照，由英人任经理开业的。民国36年(1947)3月，经股东大会决议，收买英

商股权[1万股，6．84亿元(法币)]，撤销香港注册，在国民政府经济部呈准登记。在20世纪30一

40年代，沙市海关认为：沙市只有汉口打包公司沙市分公司、沙市纱厂和正明泰记面粉厂“三家工

厂用现代生产线的方法管理”。

民国23年(1934)，沙市纱厂经理肖松立改封建工头负责制为资本主义职员负责制，改头佬为

主任、部长，改拿摩温为生产组长。同时实行奖赏分红制度，对出勤率高者，月有“升工”、年有“赏

工”。在沙市推进资本主义企业管理。

沙市解放后，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沙市的工业。1949年7月17日，工商局成

立，局内设工业指导科和企划科管理工业。7月28日<沙市工商业概况报告>载：沙市“工业方面

计有打包厂l家，工人最多时达I万人；面粉厂2家，产面粉1200袋，有工人200余人；纺纱厂l家

(8400纱绽)每日产纱10余件，有工人800余；榨坊5户(现开业4户)，每日可产油3000—4000斤；

⋯⋯碾米厂12户⋯⋯纸烟厂5户(现开业4户)，每日产烟13箱；肥皂工厂3户，每日产120箱；电

灯厂l家(装机容量100千瓦)，机器工厂10余户，皮鞋工厂50余户，以及木工、缝纫、洗染、制糖、

篾作等各小型工厂多处”。10月，沙市开始组建手工业合作社。年末，沙市有工业企业37个，工

业职工1966人，工业总产值1407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在社会总产值中占55．7％，轻重工

业之比为9．9：O．1。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市委、市政府努力从沙市实际出发，恢复和发展地方工业。1950年11

月，兴建沙市油厂。1951年10月与沙市纱厂签订公私合营合同，政府投资增加16408枚纱绽。同

年11月建立沙市手工业工作委员会，管理私营和集体手工业。1952年秋开始兴建沙市电力公

司。市政府还发动群众集资办厂，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利用国家所拨救济款，以工代赈办工厂，

生产自救。此期间，工业企业增加到57个，工业职工6080人，工业总产值2663万元，在社会总产

值中占65．7％，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发展速度为23．7％。

“一五”时期，市委、市人民政府遵循关于工业生产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为农业服务，为大

工业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依据沙市的地理条件和工业基础，决定加

强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发展轻纺工业。

从这一时期开始，沙市工业生产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范畴，并初步建立健全工业管理机

构。1953年3月，中共沙市市地方工业局委员会和沙市市地方工业局成立，负责管理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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