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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人类社会第三次分工，使商业劳动和生产劳动分离，产生了“

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商人阶级一

形成，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人类由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走到

文明时代的门栏”，文明时代正是从“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

始的”。 (注)

我县商业也同全国一样，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历

史演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冬，什邡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逐步建立了国营商业企业和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

我县几千年来以唯利是图为目的的经商活动，改变成了为工农业生

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商

业企业，以及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从此，商业工作走向欣欣向

荣、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观今宜鉴古，温故能知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县商业活

动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为了如实反映商业历史面貌，本着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尊重史实，注重史德的精神，我们在商业局党总

支领导下，编写了这本《什邡县商业志》，以总结过去， 激励来

者，服务四化，启迪后人。本志所搜史料系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史

志著作、老一辈商业工作者的回忆以及知情人员的口碑采集和资料

提供。初稿写成之后，印发给全局系统干部职工广泛征求意见，在此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I 6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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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由于商业行业多，管理细， 队伍庞

大，涉及面宽，资料浩繁，内容宽广，要编好一部志书， 确非易

事。我们力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但限于编者水平低，知识浅，珠璧遗漏，讹误难

免，敬祈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志编辑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有关单位的

热情支持；在早期工作中，何官富、李世均、未志成、周厚莉、刘

辑光等同志先后参与过查阅资料和提供资料；贺代秀同志为本志打

印初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什邡县商业志》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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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商业活动，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人民生产、生

活不可缺少的社会职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但什邡县

的历史上没有商业专志，旧县志虽有涉及，只凤毛麟角，且语焉不

详，难窥全豹。为了继往开来，遗墨后世，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

的优良传统，借鉴成败的经验教训，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

议》中关于加强“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的精神，按照上级

有关编写地方志和部门志的指示，作《什邡县商业志》。

二、本志分上、下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划分时代，

在此之前的商业史实记入上集；之后的商业史实记入下集。

三、本志下限断至一九八一年，上限原则上断至一九一一年，

但有的篇章则追溯远些，而以有据可查为准绳。

四、本志纪年，按朝代纪年加注公元。年号按历史本来面目标

写，但有的也按习惯称呼，如清朝也写作“前清”；中华民国也写

作“民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什邡人民获得解放，此之后称为

“解放后”，之前则称为“解放前”。

五、本志叙述内容，解放后以现商业局所辖范围的单位为主；

解放前的商业活动，则按历史客观，兼顾其他方面，原则上以反映

1日商会管辖行业和市场面貌为主。

六、各乡镇名称及城区街道名称，解放前以一九四九年为准，

加注今名，解放后按当时名称加注今名。今名，均以《什邡县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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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标准名称为准。

七、币制，按各个历史时期当时市面通行的货币单位计算。有

的也折合成银元，但加注。

八、一九四九年前各代政府的政策法令，均照原样抄录，不加

改动。

九、大事记采用与本系统的业务和2T_作有较大影响者辑录之。

志中有者只作提要，志中无有者适当加以叙述。其他政治运动有专

职机关叙述者，本志从略。

十、本志记叙以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为重点，故详

述经济、概述政治。

十一、本志以语体文为主，少数地方使用成语或文白间用，皆

出于自然。同时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避免生僻的文字，

晦涩的语言，使之不感枯燥。

十二、本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

体字整理表》为准。人名、地名、书篇名以及古籍文句，一般用简

化字或选用字，可能引起误解的，保留原来的繁体或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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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县概况

什邡县位于川西平原北部边缘。北以九顶山、狮子山与茂汶羌

族自治县为界；东隔石亭江与绵竹县相望；南与广汉县接壤；西与

彭县毗连。地理座标东经l 0 3。4 5‘一一1 0 4。l 6’与北纬

3 l。O O’一一3 l。3 7 7之间。县境狭长(南北长，东西窄)。

面积八百六十三点七七平方公里。分山区、坝区、丘陵和河滩地。

山丘面积约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全县共辖一个区，一个区级镇，

二个社级镇，十九个公社。一九八一年底有户数九万七千一百七十

六户(其中农业户八万四千一百O五户)，人口三十七万八千。

二十七人(其中农业人口三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人)。主要为汉

族，另有少数回族。

什邡县县城方亭镇，位于成都西北六十三公里处，地理座标东

经1 O 4。l 0 7，北纬3 1。0 7’，海拔五百二十一米。

什邡古名“汁方”(汁读十，方是古代邦国部落的通称)。殷

商时，汁方是西蜀的一个小国，《重修什邡县志》载： “吾十古国

也”。《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说： “什邡原是川西地面

很早一个古国名称⋯⋯秦灭蜀后，就首先设置为县”。秦与汉初什

邡县都作“汁方”(《史记·高祖功臣年表》)，《汉书·功臣表》作

“汁防”，《汉书·地理志》作“什方”，《后汉书·郡国志》乃

作“什邡”。过去对”汁方”含义，众说纷云，有“八方合十”与“天

九地十”之说；有“汁方即殷代古国j止方的一部分”的考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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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字古音读“洛’’)；还有“江水，(石亭江)出高景关大郎庙前始

大放，分为十支”，故县名汁方之说；《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

云：“邡水流为十，故名什邡。今雒(雒通洛)江出关口东枝六，西

枝四，而县居其中矣”；任乃强教授却认为：“汁方”即“漆方”。

古文十与七，二字笔划相同，汁字古义可称为柒，即今写的漆字，汁方

很可能就是较早使用漆的氏族。以上各说，现正进一步探讨中。

什邡在西汉初以“汁方”为县名，属广汉郡。公元九一一二三

年，王莽建立“新”王朝时，改名美信县。东汉初(公元2 5午)

始名什邡县，仍属广汉郡。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 6 6年)什邡县

改属新都郡。公元三。三年一一三四七年，成、汉政权建立，复属

广汉郡。公元五五七一一五八一年，北周闵帝时，什邡改名方亭县；

武帝天和年间，并入雒县，仍属广汉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 1 9

年)，析雒县复置什邡县，属益州。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 8 6年)

改属汉州。五代前蜀永平二年(公元9 l 2年)改名通计县，属汉

州。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 6 5年)复名什邡县，属汉州德阳郡。

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l 3 7 7年)并入绵竹县，十三年后复置什邡

县，属汉州。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 6 8 7年)改属成都府。民国三

年(公元1 9 1 4年)属西Jll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l 9 3 5年)属

第十三行政督察区(设绵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什邡县解放后，属

川I西行政公署绵阳专区。一九五三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后改属温江专

区。一九五九年与广汉县合并，一九六二年底仍恢复什邡县，至今。

什邡县除北部山丘外，南部平坝地区属都江堰自流灌区，约占

金县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现有耕地面积三十九万三千五百五

十三亩，土质肥沃，物产丰富。金县种植水稻、小麦、油莱、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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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主。油菜以高产稳产闻名于全国；晒菸则是畅销国内外的

著名传统土特产品，收入为全县之冠，素有什邡“经济命脉"之

称。什邡哂菸历史悠久，质地优良，色泽红润，菸味醇香。’什邡种

菸始于何时己无从可考，但有文字记载者，迄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

历史(见清嘉庆十七年版《什邡县志》)。三十至四十年代，什邡晒菸

发展到高峰。一九四六年种菸十四万八千多亩，总产量达到三十七

万担，价值四百万银元，相当于四十一万亩稻谷的收入。一九四。年

四川省银行什邡办事处的《营业调查报告书》记载： “e o o o e o(什邡)

唯叶菸一项为出口大宗，⋯⋯陆运西北线，输出陕、甘、山西、新

疆等省。水运东南线，经过广汉而达金堂赵家渡，分支流以转输至

内、叙、泸、渝、万等处，出口或宜昌或昆明，为东南线销场之巨

业”。当时有手工卷烟工厂如益JII、裕国、方亭等六十一家，生产

爱国、大刀、无敌、桂子等八十九个牌号的叶卷烟。据一九四七

年不完全统计年产量达一千五百三十七万八千多支。

四十年代，全县每年种菸约十二万亩左右，总产二十多万担。

五十年代也基本保持这一水平。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左的影响，面

积和产量逐渐减少。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面积减到五万多

亩。一九八。年开始回升，种植叶菸七万三千多亩。一九八一年，

全县种菸八万一千三百O九亩，总产一十九万一千四百担。解放以

后以叶菸加工的手工卷烟和精制雪茄，有了较大发展，开始走向国

际市场，远销中外。长城、狮牌雪茄出口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尤

其在东南亚国家有较高声誉；工字、四川等牌雪茄畅销国内东北，

西北地区；近年来生产的怡牌、红双喜、金鸡等牌雪茄，支细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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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吸后回甜，深受群众欢迎。 ，

由于叶菸是我县主产，历史上商业也就由此而繁荣。 旧《县

志》说： “什邡以产菸而著名，商贾因此而云集”， “各地来什收

菸云集荟萃，以致民富农足”。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由

于极左错误的干拢，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

后，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形势迅速好转。商业网

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场繁荣，购销额大幅度上升。

一九八一年，全县有各种零售商业和钦食服务机构一千三百八十二

个，经营和服务人员四千七百九十九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一亿一

千八百二十三万元，比粉碎“四人帮”前的一九七六年净增了五千

四百九十六万元，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八。

全县交通，一九四九年仅有一条十五公里的板车路。解放后，

交通事业有了大的发展，除广汉一一岳家山铁路外，迄今各公社之

间的主道公路都是黑色路面，全县每个大队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生产队通汽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由于交通便利，有力地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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