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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偏关县金融志》是在偏关县党史县志办

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

偏关县支行党支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从一

九八四年五月份开始，经过七个月的采访、收

集、整理资料，编纂而成的。

《偏关县金融志》记述了一八八七年(清

光绪年)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目止，近

百年偏关县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旧中国偏关金融业的产生、发展与消亡，

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它与商业贸易和

时局的稳定和动乱，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

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

和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主要通过

银行的各种业务来实现。历史上的钱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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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当铺等；现代的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

存款的吸收和提取；贷款的发放与回收；国内

外汇兑的往来；转帐结算；保险、信托以及贴

现市场的活动等都属于金融的范围。

从我县典当的发生、发展，直到衰亡的全

过程来看，它虽然有弱建糟粕和资助旧政府镇

压人民革命等不光彩的一面，但它通过各项业

务活动，对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通

融作用，它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做法与经验

是值得借鉴的，因之，追述民国以前，偏关的

金融业，不能不以典当为重点。

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军阀利用封建割据势力

纷纷设立地方银行，统治金融，为巩固其反动

政权服务。阎锡山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

久，在此期间、他J“设银行、银号，当铺等金

融组织，滥发纸币，垄断金融、巧取豪夺、投

机钻营，对山西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与j。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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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偏关属山西管辖，受到同全省人民一样的

遭遇。因此，着重记述阎锡山的四银行号也是

必要的。

偏关是革命老根据地，因此，《偏关县金融

志》还着重记载了革命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发行

和使用情况及所超的作用。根据地的银行是不

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自己的新型金融组织，这些银行一诞生，

就肩负起支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支持

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光荣使

命，根据地银行在活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为建国后社会主义新型银行的建立与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偏关县金融志》还记i载了偏关解放后金

融活动的状况和人民银行的代理机构一一推进

社的业务状况。又用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人民

银行、信用社、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立后各

· 3 ·



个时期金融活动情况和业务发展、以及机构的

沿革变动情况等。

我县“金融"的历史，民国以前至全国解

放，迄今没有发现有关记载。幸有几位八、九

旬老人健在可提供一些口述资料。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承蒙山西省金融研究

室张如录、师育谦等同志、山西省图书馆参考

阅览室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以及给

予查找资料的方便；偏关党史县志办公室的贾

谧同志对偏关县金融志稿件进行了认真的、精

心的修改。这是《偏关县金融志》编纂成功的

一个主要方面，值此机会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礼!

在本县资料采访收集过程中，承县建筑工

程队，九十二岁高令的退休老艺人孟玉来先

生、银行的革命老前辈，离休干部，八十六岁

高令的黄富同志、和年过六旬的刘星-4一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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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声同志；八十六岁高令的药材公司退休干

部芦义先生，八十四岁高令的王斌先生、张庚

辛先生；七十九岁的县建工队老艺人路玉牛先

生、机械厂退休老艺人杨三、杨四先生、宋吉

甫先生；新华书店离休干部张崇同志，照相馆

退休老艺人苏大礼先生、印刷厂退休干部万义

同志、手管局退休干部史钊同志、老营堡退休干

部张俊、尚连升同志；银行前辈离休、退休干

部，王士选、刘三、温林÷党纯智以及张治

华、王玉等同志；银行老前辈在职干部李同义、

刘睿、胡合保同志、文物馆刘忠信、偶润发同志、

综合商店退休老职工八十岁的刘恒珍先生、以

及本行退休老工人现负责门卫的张义等同志为

编纂《偏关县金融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

口述资料，也是我编纂《偏关县金融志》的主

要依据。在此一并致谢!并表示衷心的、崇高

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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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受编写任务之前，己有两同志先后

接收其任务，又先后辞退，人民银行、工商银

行党支部书记王三荣同志十分重视此项工作，

又把编写人民银行专业志的任务辗转至我手。

县志办要求《金融志》由人行、农行各确定专

人编写，然后共同汇编。我已于十月底，人行

专业志，除少部份数字未找全，其余已基本完

成，但农行仍无人接受其任务，致使《偏关县

金融志》无法汇编，也无人汇编。后经县志

办、农行领导同志委托我代农行编修农行专

业志，并由我一并汇编《偏关县金融志》，我

觉得应该排除行业之见、又且“金融志"是一

个整体，应该互相合作。因此，在没有取得本

行领导的同意后，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二次搜

集整理工作，这也是我的一些欠妥之处，给后

来汇编“金融志"造成许多矛盾和不便。

汇编期间，受到县志办以及农行张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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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耀、崔凤山等同志的极大重视和关心，特

别是对有关农行的数据找寻，刘睿、郭诚、刘

小明、李凤先、秦国珍、范耀宗、郭珍等同

志，热情地协助查找，尽量给予方便，使金融志

汇编工作能够Jl孵1]进展。特别是刘睿和郭诚二
同志对“金融志"农行部份进行了反复详细的

审核。在此，特向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做为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职员，能够有

机会为编修“偏关县志"中出点力、能够为偏

关县银行部门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资料，这

是自己多年的夙愿，也是党的重视，偏关人民的

重托，自己能够领此任务深感荣幸。因此，自己

不惜付出经济上的耗费和艰辛的工作，在完成

其它业务的前提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编写人行部份的过程中，本行虽有一些

数字，但散失严重、残缺不全，整理难度较

大，付行长郝二乐同志也曾翻箱协助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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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集人事、信贷、计划、储蓄、会计出纳的

数据时马平恒、徐永全、王秀珍、白向东、杨

柯、顾永德、万柳青、李桂兰、杨贵、张淑琴等

同志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深表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使《偏关县金融志》在质

量上受到一定的影响，加之本人编写水平有

限、经验不足，又且本行未安排人协助核对，、

难免会出现许多误差和不足的地方，恳请上级

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现将采访收集到的有关偏关县的金融资料

整理刊出，以便从中看出偏关县金融之端倪及

其经验教训，使金融工作更好地为我国的四化

建设服务，为振兴偏关服务，为当前的改革服

务。

编者

一‘夕L／＼四年{‘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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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言

编修金融志是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分

析、总结我县金融事业起源、演变、发展的一

项巨大工程，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留芳千秋的一

件有益的事。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早日完

成这一光荣任务。然力未能及、始未如愿。自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县委召开了各单位编修专

业志的领导会议后，我们才把专业志编修任务

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会后，我们就着手物色

人才，经过反复考虑，最后确定把这一重任，

交给我行信贷员李映芳同志。为了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任务，专门召开了行务会，制订

了奖惩条例，以园满完成任务。

《偏关县金融志》经过李映芳同志七个月

的辛勤采访、收集，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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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编修脱稿。

／-．4偏关县金融志》共八章三十二节，约五

万余字，从一八八七年始至一九八四年止，记述

了近百年来偏关县金融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它

是我县也是我行第一部完整的金融历史资料，

为今后总结历史经验，查找资料提供了可靠的

依据。在此，对编修工作给予大力协助的县志

办，对收集资料和提供史实的有关单位和同志

表示感谢。

王三荣 李荣仁 郝二乐

一-：7L)k四年十二月三一-I-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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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编写金融志是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分

析，总结我县金融工作的一项艰巨工程。它是

积累资料，保存资料的最好方法，是造福子孙

后代，留芳后世的一件大好事。我们作为偏关

县农业银行的领导，尤其是在金融系统工作多

年，更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编

写专业志是我们多年的愿望，但因诸方面的原

因，所以，一直把此项工作拖了下来。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县委召开了各单位领

导参加的关于编写专业志会议后，我们支行随

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确定

编写，开始积累资料。

所谓金融志，是全县金融工作的全面记

载。因为人农两行几分几合，资料零乱，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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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有一定困难。为了使该书全面、系统、完

整。我们与县志办、入行共同协商由李映芳同

志主编，由刘睿同志收集资料，提供数据，把

人、农两行的专业志汇编成一部完整的《偏关

县金融志》。

对此我们给予大力支持，经常了解询问，

尽量方便编者，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由于

李映芳同志银行工作多年，在各个业务环节都

具有一定的知识。再加本人对工作认真负责，

不辞劳苦，抄录、查阅了大量资料，拜访了三

十多位老者，考证了解放前的金融史实。经过

七个月的努力工作。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编写完稿。

《偏关县金融志》是我县我行有史以来第

一部珍贵的金融史料。为总结、分析、研究偏

关县金融事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准确的数

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使用价值。值此，我们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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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县志办的修稿、审稿、定稿和提供资料

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张广仁胡福耀 崔凤山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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