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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丰达商号兴衰简述

岳凌云口述

" 
福丰达是民国年间黑龙江省瞥军万福麟5虫资在白城子开，

的实卖。它开始不叫福丰达，而日日福合义。这个买卖有丝

房、粮枝、油坊、粮米铺，还有当铺。整个买卖资金虽只有

几方，但在当时域内只有 1 万多人口，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
的小小内 fJj虫子来说，可谓是说安县〈现在自城市)第一家

大商号了。尤其它是督军开的买卖.财多势大，更是一般商

人可理而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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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民同十八年春天，理同乡、福合义管院子的邱捻普 也

介绍并做饵，从挑南来白城子福含义的。我是河北省宁河县

人.乍来东北先是要1}的挑南。奉天粮袜场场长刘尚清(后曾

任省长〉在挑南开的大游、东烧锅，我在那里干了两年，后

来堵锅黄了，我才到自城子来。旧社会在买卖家住地方〈工-

f乍) ，冉一个新的地方，既不君你的"工龄"也不看你的

"资历"尽管你曾当过掌柜的也好，在新的地方，也必须

从新学(做〉起。我到了福合义，便派在账桌先生符麟书的一J

手下，帮助记账并干些零碎事务。

福合义商号主要在现在的市百货大楼路东的邮电大楼，

处，从南到北整占一号街英(甫北 60 丈长叮东胃 1 2 丈'

宽〉。南边仄东到西共有 1 2 间门市房。原来靠东边三问:是

当铺，听说掌柜的姓王，人称"王老庆"等我到福合义的

时候，法个当铺巳经黄了。过去物品典当最长时间是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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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铺黄了，仍然不f人料理。我到福合义时，东边七问毛

J 根米铺，靠西五间(带转筒〉是丝房， I阳西街往北的两间也

是丝房，整个丝房铺「面 7 间成一体，呈凹形。后院则是油

飞坊、磨坊、粮囤和仓库等。最北头，也就是现市工会及其小

礼堂处，原打算修-1、小型的火力发电厂，以便供给福合义

(即后来的福丰达)突卖和"老万大楼"用电。发电机组和

设备什么也没买来，就把房子盖了起来，并在上面铺上了洋
瓦。房子盖完了，发电设备也没有买到，不久便发生了日本

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房子一直空着，

后来就叫白城子街公所给占用了。

"老万大楼"正在修建。那街基是万福麟亲自选定购买

的。万福麟在自城子(挑安县城〉任过帮统，但他的家，一

直在桃南，虽在自城子以北占了地，建立了窝堡(即帮统窝

堡儿'家也没有迁来。"老万大楼'1 虽然修在城内，但却位

于城西北一角，很僻静。据说万福麟这个人很迷信，到哪里买

街基都要第 1 号。因为过去U~列都是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如用《千字文》作顺序则是"天地元黄，。宇宙洪荒……"。

第 l 号就是"天"字号了。'他要把自己将来的住宅建筑在
/ 

这吉祥地段上，以享晚年清福。不抖"九·一八"事变发生

了，日本侵略军进了白城子，就把那大楼没收，做为日本守

备队的兵营了。后来日本守备队搬迁到现麻袋厂地址"告

万大楼"又成了关东军经理部的一个仓库，直到 1 945 年

东北光复。

福合义以根业为之。大掌柜的(总经理〉张翰臣，人苟:

"张老翰"是河北吕黎人，是万福麟的军需处长请来的，

具体经历不详，二亨柜的〈副总经理)孟化民，是河北抚宁

人s 张翰臣当时巳有 00 岁，总揽全局，孟他民专营外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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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业方面掌柜的还有杜绪堂，专管跑外;账桌掌柜的符麟

书，人称管账先生F 下面还有几个各管一面小掌柜的，如院

. ~&，掌桓的，油坊掌柜的，碾米房掌柜的，等等。当时白城子

没有电，碾米全用牲畜拉的旧式碾磨，榨油也是陈旧的人工

立式榨法。榨油前先将黄豆蒸过，再用碾子轧成扁，接着上

锅蒸豆坯，最后用人工进行机械挤压，每班四、五个人，劳

动强度很大，每百斤黄豆只榨出豆油十二、三斤。

丝房有 20 多人。原先有个大掌柜的也是河北人，后来

走了。我到福合义的时候，丝房大掌柜的是高明久，河北昌

黎人，家属住挑南，二掌柜的周宪章，河北乐亭人，他专跑

外。那时营口是水旱码头，沈阳是各处货物的聚集地，他经

常去这两地采购。主要采购布匹、化妆品、红白糖和些洋

货，同时也采购一些缓罗绸缎、呢绒等高档货。但白城子还

是农村人口多，街内居民多不富裕，销量最多的还是粗布、

大尺布以及关内来的家织布等。

民国十八年我到福合义的时候，正盖烧锅的厂房和门市

房。地址就在当时白城子街的东门里正大街路北，即现在白

城酿酒总厂的厂址。那里除临街有几间土房外，里面没有一

户人家，全是菜地。此地是 2 号半街基，即东边北部有半号

街基为烧锅所有，它的南部半号街基为万福麟妻弟韩家所

有。

由于近九十年外国列强的入侵，一些有识之士悟出E 要

兴盛中华，必须发展实业"实业救国"巳成为当时一股社

会潮流。身为黑龙江省督军的万福麟自然不甘心落后。建烧

锅需要一大笔资金，一般人家也建不坦。但对一个督军来

讲，这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小数。建烧锅虽不是赚大钱的扩
卖，但"旱滞保收"多少都有些收益，不会冒有蚀本的风

究

, I 



】对.. 

险。何况当时自城子周围粮食多，原料充足，交通方便，所

以万福麟办实业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民国十八年秋天烧锅建成开业，遂将此烧锅、福合义及

其所属买卖均改为福丰达。

‘福合义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的业，我说不太清楚。但在

民国十九年春天结账时我参加了，听他们讲，这是福合义买

f 、卖的第三个账期。过去买卖家，东西双方都是三年一结账，

据此推算福合义开业时间，应在民国十二年或民国十三年。

这次结账，福丰达及其丝房等买卖，去掉东西各股的分

红，实有资金是十万零八干元，在白城子可以说是个不小的

数目。

改称为福丰达后，它的东头是福丰达烧锅，兼粮战和榨

油，人员有 80 余人。每年一到秋天，烧锅分两个曾瓦房作

业，早晚各两班干活，每班出酒 600 来斤，一天就出

2 , 000 多斤酒，直到春节过后，才改为一班，一年净出

酒 50 多万斤。酒柜掌柜的是于楚珩，兼做酒曲子。账桌掌

柜的是岳凌云〈符麟书在民国手九年春天离开福丰达)以及
其他小掌柜的。在福丰达烧锅门市房最东边的三间是当铺，

名叫福半当，掌柜的是艾从周〈九卿) ，下有七、八个人。

福丰达的西头即原福合义的地址， 1 0 多间房子完全成了丝

房，又在东头烧锅的最西边三间建立一个分号，人也增多

了，两处丝房有 50 余人，成了当时白城子街内最大的买卖

了。民国十九年又设了福丰达木厂，地址就在现地区商业大

楼东原明仁派出所的房子。正房是万福麟大哥万福太住，东
厢房的几间就是木厂。门都朝东开， λ员有 20 多人，掌柜

』吨号是陈耀先和徐恩波。
福丰达虽是万福麟的强家资本，但从当时的账面上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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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各有细目，并不是万福麟一个人的钱。如账上记载的福寿

句章，那才是万福麟个人的钱。当时福丰达是 1 0 万零 8 干

宠; , 3 , 000 元为一个股，属万福麟本人的有 20 多个

股，万福麟有 4房太太，还有儿子、儿媳、女儿等都有股，

我只记得耘子堂是万福麟某子女的钱，其他还叫什么堂的就

记不清了，这有十多个股，合起来者万家是 36 个股，这是

东股。西股(即人身股)给 1 4 个，不能超过，合起来是 5

0个股，西股最多的是张翰臣，他一个股，孟化民、高明久

是 9厘，陈耀先是 6厘，其他小掌柜也都有身份股，分别为

5 厘" 3 厘、 2 厘不等。

老万家的人虽出钱，但谁也不过问买卖的事。福丰达有

事如给谁提人身股份、生产经营状况等都找督军府里的军需

处长李冠三，他管事，李冠三是在什么时候在万福麟于下当

军需处长的，这我不清楚。在万福麟没当督军前，李冠三就

住在白城子，万福麟当上督军之后，他把家也搬到齐齐哈尔

去了。他有时就来一趟白城子，有啥事犬掌柜的张翰臣也去

齐齐哈尔去找李冠三。李冠三也有身份股，是 l 个 2 厘6

193 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万福麟带兵撒到了关
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李冠三也就不

来自城子了。万福麟还有一个管事的，叫王惠臣，家住说

南，他经常来自城子，但王惠臣不管买卖及烧锅的事，而是

经管万福麟的地产。因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所以，他一

来自城子，就住在烧锅里，烧锅就按照大掌柜的身份招待

他。

万福麟都有那些地产，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帮

统窝堡(我市侯家乡民乐村驻地〉有万福麟的地，还有白城

子当时北郊的万家屯〈现已是市内，即市房产局材料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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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东边的窑地，都归王惠臣管。那害地是民国十六年建

的，烧出的砖都是大方青砖，烧出后，除自己买卖盖房子

外，还有一部分出卖。后来，这窑地被日伪政府没收了，万

家屯的房屋也叫日本人给占用了( 1 942 年伪满保安局在
此地建无线电监视台〉。万家的地产也就剩帮统窝堡了。

东头福丰达烧锅院内东部是两个烧酒的曾瓦房，西边就是

油房和碾磨房，最北边是宿舍和伙房，最东边北部那半号街基

就是装粮食的囤子了。特别是到了秋冬之际，粮固一个挨着

一个。收购上来的大豆等全放在院内。甚至油坊、曾瓦房外边

的空地，房屋中间的过道都围上了夫子以及堆满了装满粮食

的麻袋。这个时节是孟化民掌柜的最↑亡的时节，为把收购上

来的粮食及时销售出去，他经常外出，到营口、四平等地，

与粮商订货，往外发运粮食。对外来客商来自城子购买粮

食，福丰达的经理便殷切接待。这时雇用的零工也最多，院

内车辆出出进进，卸粮的、垛垛的来来往往，么斗声、喊号

声不绝于耳。

福达丰的总经理张翰臣思想比较保守，总也不敢冒风

险，向银行多贷款，多储粮。所以，一过冬天，除自己留一

部分碾米、榨油的粮食外，基本上也就没有多少了。在一般

情况下，碾米、榨油所用的棋食也不多储备，所缺的部分粮

食，在春夏换季时再以贱价收购一部分.弥补生产主之不

足

193 1 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自城子街内虽有几

家大卖卖，{f3都不如福丰达的财力雄厚。吃房业，如义增

兴、同兴德、福和隆、宏增东、大兴东、福顺和、永和成

等，但能抵土福丰达丝57经营规模的却没有p 粮校业，如玉

兴枝、三泰枝、义和福、人和义、东昌盛、通记粮校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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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达作为松松也-lll: (Eï而头，烧锅只有汇源涌烧锅，但远不如

福丰达烧锅，再其他就是一些下杂货、家眷铺了，与福丰达

更谈不上相比了。所以，相丰达是习i 时左右白城子街面经济

的最大的买卖家。

有人说汇源涌的酒好，也有人说福丰达的酒好，那是一

个人一个口睐。但白城子的洒，在当时是比说南的酒要好

些，因为自城子水好，说甫的水，碱性则较大。

J 福丰达的酒主要是装酒篓用火车外运，多销往营口，到
那里装船或找买卖家代销。行;北主要销往王爷庙〈今乌兰浩

特市〉及阿尔山等地林区。福丰达还在王爷庙设立一个局子

〈分号) ，平时有几个人卖酒，到秋天还带收粮食， '1亡时则

有 1 0 多个人。在长春西四马路有一个同增庆，是个大粮米

店，他们曾代销福丰达的白酒多年。

那时福丰达的酒没有瓶装，外运全用酒篓。酒篓是用

柳条编成，里面糊纸，糊-..)~纸后，即用猪血涂抹一次，这

样糊过二、三十层纸后，再用石灰进行处理，篓里就能装

洒了。这种酒篓坚固而轻，装酒不跑味。那时出的酒，篓装

的都保持 60 度左右，零散卖的酒，也保持在 5 5 度以上。

西头是福丰达丝房。在福丰达烧锅建成后不久，丝房的

旧房全进行了整修，整修的n市房是 51罚。东边紧邻县商务

会，又接转筒共 9 间。大掌柄的是高明久，二掌柜的周宪

章，下边还有 5 个小掌柜的。账桌先生李子荣，再有小掌柜的

即栏柜头，有胡彩轩、胡景润、王佳舟等。他们主要是应付

买主，送往迎来， :tt柜台上人员的态度和讲讲价钱。福丰达

丝房都是 2 分利，一般是不讲价钱的，但买货多了，自然也

要争. ìJl:一薯，这事最后部由 E~柜头来定。丝房内吃芳金的当

年青的，大致分成绸缎、布匹、烟酒糖茶、米面杂货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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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 由栏柜头负责。丝房的后院有宿舍、更房子、仓库等。

特别是要过新年春节的时候，后院一垛垛白面袋子，白面都

是克山或拜泉的，还有望奎的，那里火磨发来自面，由福丰

达代卖。说是丝房，实际上什么都卖，白面、挂面条、高粮

米也卖，香、烧纸、蜡烛也卖。

后来丝房的西边就是福丰达术厂。有门市 5 间?西边

临街一排厢房全是作坊。伪满初年打算将原来木厂的房子修

民缮一下，因木工已有 50 余人，下面管车间干活的，管、进料

的小掌柜有四、五个，房子少了影响做活。刚把房子修缮完

毕，日本宪兵队便要"借用"福丰达不敢不把那里的房子

腾出来，就连万福麟的大哥万福太也不得不把房子给倒了出

来。

福丰达吃劳金的，当年青的都不带家，都吃住在买卖

家，睡的是宿舍里的长条铺。虽然月月挣钱，但也不准把钱

揣在自己的衣兜里，以防·止与贷款混了。每月挣的劳金钱除

了将一部分邮寄给家里外，其余都必须存在账上。留下三元

五元的零钱，都装入一个用白布缝制写着自己名字的钱袋子

内，挂在宿舍的梁上。谁用多少，都必须经掌柜的给拿，买

东西剩下的钱，回来也必须及时交给掌柜的放在钱袋里。这

钱袋子不许自己拿f平时也不准回宿舍。

福丰达冬天是七点开门，天一亮起来拉完脸都到街锅后 f

院的仇房去吃饭，别处没有伙房。这个伙房有 6 间，有

六、七个厨师做饭做菜。伙食分小灶、中灶、大灶三种。总

经里张翰臣单独吃，吃小灶的有孟化民、高明久、陈耀先、

于楚珩、岳凌云、艾从周等几个才子。吃中灶的都是些小掌柜

的和各号管事的。大中小灶都分开。小灶三顿饭顿顿有四个

炒菜，吃大米、白面，中灶是两个炒菜，细粮。柜房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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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年青åJ fi I j'i' it!J 110，烧酒的，磨米的以及临时雇来的卸粮

的，垛粮的一‘样吃大灶。大灶早饭是高粮米粥、.:t!、豆，午间

是带写的高粮米干饭，白菜炖粉条或者炖豆腐。都是大师傅

给盛，每人)碗菜、一碗饭。→天三顿饭，离不开高根米，

也离不开豆腐。豆腐专有牌坊自己做，特别是秋冬最多时伙

房内有 500来人吃饭。每月只有初一、十五大灶菜碗里能

见着肉片，平时没有。

年节放假，大灶也改善生活。福丰达各商号年三十开半

天板，过午就关门，春节五天假，初六开门也是开半天板，

直到正月‘十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也关门放假，正

月十七以后就整天开门了。五月初五端午节关门放假，八月

十五中秋节也放假，以后兴过阳历年了，也放假一天。在四

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有庙会，卖卖家也放假，还改善伙

食，但在自城子也没什么庙会，所以照常开门。在开半天板

的时候，都是早八点钟吃饭，九点多钟才开门，十二点一过

就关门了，下午饭是两点。在放假阴间吃饭，掌柜的和柜伙

们一样，都凑八个人一桌，一般是十几个菜。特别是年三十

(除夕)晚饭时，掌柜的都拿着酒壶到各桌去走走，给伙计们

倒上一且酒，说"一年辛苦了! "那时掌柜的"专制"

伙计们平时在他们面前规规矩矩，不敢说一句话。现在看到

掌柜的如此亲亲热热都很感动，就是不会喝酒的也都是一饮

而尽。那时的买卖家.掌柜的也不回家过年(春节) ，就连

家住说甫的高明久也不回家。吃完饭之后，伙计们都尽情地

玩，有玩乐器、有打鼓打锣的，有掷般子赢钱的，很是热

闹。那时虽然可以请假回家过年，但这期间，回家过年的极

少。

正月十七开板时，掌柜的该向大家讲，都是谁每月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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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工钱了，提了工钱的心情喜悦。那些平时干的较差的就怕

在这一天叫掌柜的给辞退了。因为被辞退，找职业困难，受

家里责备，同时也难为了保人，所以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那时在福丰达学买卖的(当年青的〉、都是关里人，头三

年不给假，三年满了才可以回去"住家"。掌柜的给你 3 个

月假，工钱照发，柜上给拿 1 0 元"路资"不论谁都这

些，不够自己掏腰包。另外柜上还给回家的带些小礼物，如

红白糖、栗子、枣子!啦，都用纸包点。因为来往路费都是'

1 0 多元钱，柜上拿的钱不够，大家都资助点，关系好的多

拿点，关系一般的椅随大帮，送上一元钱。回家的都要经过

‘山海关，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之后，山海关是个关口，

那里警察对手续不全或他们认为可疑的都要进何盘查，一蹲

就是 1 0 天半月的，有的还挨打。好在我们的路过证明都齐

备，也不携带什么大宗物品，只在证明上盖个戳就通过了。

改成吃劳金的，住家的次数就多了，一年半或二年就可以回

去住家，假期也是 3 个月，路资 1 0 元钱，工钱照拿。如家

中来了急电，有家人病故或病危，掌柜也给你 1 0 天半月的

假，但必须准时回来。

193 1 年"九.一八"事变前， 1:1:关内直接通邮，挣
的钱两个月、三个月邮去一次，事变后，特别是成立伪满洲

国后，关内关外虽然通信、通电，但汇兑不通了。一些在关

外的挣了钱，就通过买私人银行的汇票往家汇款。像长春的

益发合，在白城子有益发粮校代理处(只二、三年就撒了〉

就可以买到益发银行的汇票，功成玉与自城子商家也有联

系，给他们一些好处，通过他们汇票就可以把钱邮到关内。

这汇票都是软纸的，上面写上你邮钱的数目，人家盖上章，

到关里钱庄就给兑换，买东西买卖家也收汇票，多的也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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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来。所以还是明里不通睛里通。后来经济统制越来越

紧，各地钱庄不开汇票了，往关里家汇款的路给堵死了，有

的不得不把家搬到自城子来。

1 935年(的康德二年)伪满洲国政府的经济部来一

个日本人叫山田请作，连同县公署的一些人到福丰达，他们

说，福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万福麟现在关内与满洲帝国为

敌，他的买卖属于逆产，随即查封，进行清点。据县公署的

人讲，要j巳福丰达的资产全部没收，交大兴当处理。人们都

知道交当铺处理意味着什么，他不是经商的广家，自然不能

象过去那样去生产经营，交它处理就意味着拍卖。这时上下

的人慌了，我们这些掌柜的就和这山田清作交涉，说"福

丰达是万福麟的买卖不假，万福麟跑到关内也是事实，但我

们福丰达上上下下三百来人是满洲国的人啊，这三百来人和

他们的家属部依靠在这买卖干活赚钱吃饭，总得让我们这一

干多口人吃饭吧，能把我们饿死不管吗! "山田清作提出要

用现金把福丰达卖给我们这些大小掌柜的，但我们没有那么

多钱，也买不起呀。最后白城子街上头面人物去说情，由福

德兴桦炉经理王介f昌和彭金山之弟彭润山出头担保。福丰达

推举张翰臣、孟化民、高明久三人出面，写了保证，立下了

字掘，山田清作又请示的经济部，才决定把福丰达陈给我

们，期限是八年还清，再次清点烧锅、丝房、木厂、当铺等全

部资产，清点结果是 1 2 万元挂点零。山回清作提出福丰达

每年不管赔挣与否，都要向经济部交款1. 5，万元，等 1 2 

万多元交清之后，福丰达的财产就属于你们这些大小掌柜的

了。

我是账桌掌柜的，从此每到年底〈春节前〉都要陪总经

理张翰臣到伪新京满洲国的经济部去一次。事先把'l.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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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通过银行汇到伪经济部的账下。再把福丰达一年的生产经

营状况作表带上，面交经济部并作口头汇报。的;jj洲国经济

部就在当时孝子坟西、红万字会附近，后面就是后来盖新皇

宫的地方。我们是从 1 9 3 6 年春节前开始交次的。到经济

部就由山田接待我们，八年都是如此。那里既有日本人，也
有"咱们人" (中国人) ，他看了报表，也不过且什么，我

们就可走了。为了讨好山田清作的欢心，我们每次到经济部

'办完交待后，都要到他家去看看，说一些感激 f;可泣。山曰:古

制作当时 3 0 多岁，家住经济部附近的日本人居宅监。他有妻

子和一个小孩，还有一个侍女。我们每次去经济部办完事

后.部带上 2 个三斤半的大玻璃酒瓶子，里面沾满了酒，带

上一些时兴礼物，并给他家小孩留下 1 0 元、 2 0 元钱。山

田清作这个人很好窑，汉话说的也不错，每次去他家，部领

我俩去日本人开的咖啡馆去吃饭，喝清酒。有一次还把我俩

留在他的家里，他的妻子、孩子、侍女与我们同桌吃饭，表

示与我俩友好。

到了 1 943 年(伪康德十年) ，木厂掌柜的陈耀先去

世。我就到福丰达木厂当掌柜的而不是"账桌先生"了，张

翰臣仍要我陪他最后去一趟"新京"我们还是住在西四马

路的同增庆里。‘那时张老翰已过 7 5 岁了，上下车都得扶

着，但还是最后去了山田家一次。

万福麟的母亲者万太太〈王氏〉原就在说南佳。 193

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因老万家在说南的房子议日伪政

府没收而搬到自唬子，住在福丰达烧锅的后院，并带来一个

丫环侍候她。烧锅给她腾出两间房，每年在万福麟的福寿主

账内支取三百元、五百元的做为零花。在 1 935 年福丰达

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不但支不出钱来，而且还被撵出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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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住在烧锅东墙外一所房子里。那房子是万福麟内弟韩

罗锅的，韩罗锅的儿子就是曾当过伪白城子街公所街长的带

成林。那半号街基也是韩家的。万老太太住的房子前面就是

日本人开的谷口洋行，即现在市新华书店的地址，后边还有一

些住户。此后福丰达掌柜的因怕"通匪"嫌疑不但不给万家

生活费，而且也不去瞧看了。 1 937年原福丰达木广〈原

明仁派出所地址〉被日本宪兵队"借用"做为宿舍之后，万.、

，福麟的大哥万福太也搬到福丰达烧锅院外，与其母住在一处

了。老万家的买卖被没收了，房产被强占了，但帮统窝堡的

地并没有没收，万老太太母子就依靠那里的地租来维持生活

了。

1 938年，万老太太去世了，死时 80余岁。福丰达

的掌柜的还不忘旧情，大家出钱，帮助张罗，进行了发丧。

按大人家的标准，雇了两拨鼓乐，两拨经，操办七天，白城

子街内很多各流都来吊丧，最后用上好的棺材，三十二杠把

老太太葬在帮统窝堡。不久万福太也因病故去，葬在他母亲

的坟旁。

福丰达被日伪政府没收之后，因为不存在"东西关系"

了，特别是每年还要向伪政府交1. .5 万元，并报告经营亏

损情况，便把过去的"三年一账"改为一年一结账了。

做买卖的人都知道，要想做好买卖办好工厂，得有-定

的周转金，没有周转金要想扩大再生产是很困难的.每年上

交1. 5 万元，相当福丰达全部资金的 1 2. 5 %~就象人
背后被人用刀砍了一下，福丰达从此便逐渐萧条·了。当然福

丰达也不是从 1 936年起就一落千丈，而是说先还是保持

原状，逐渐萧条下去，最后接近破产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首先是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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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开始的，随后才在经济上逐步实行统制。 1 932年日

伪政府虽然宣布"满洲经济统H;IJ根本方案策'门 1 934 年
又有《产业统制声明>> ，但日本侵略者仍把重点放在镇压抗

联及人民群众各种形式斗争，巩固殖民统治上，从经济上吾

还较为宽松些。从烧锅、油坊所用的粮食上，可以自由买

卖，不受限制，粮战仍可以收购粮食，也有销耳。丝府经营

·的布匹、服装，从各地商号可以进货。木厂自己r.íT去山里采

购木材。 193 5 年到 1 937年间买卖形势很好，以后就

逐渐不行了。当然这是日伪实行经济统制的结果，但从内部

讲，作为总经理的张翰臣虽然老诚持重，但已是 70 多岁的

人，力不从心，每日推着干，只是看堆了。因此大权部落在

孟化民的身上。孟且年轻，经常跑外，倒卖粮食，但由于没

有人监督他，便也逐渐不务正业了。他好指女人， 过常逛

窑子，在四平还靠出一个窑姐做小老婆，带回白城子，住在

烧锅里。由于他胡搞，各号掌柜的对他有意见，张翰且对他

也没啥办法。因而冷了一些掌柜的心。

福丰达被伪政府没收之后，虽然不再放"份子"了，但

头两年，除上交1. 5 万元以外，年终剩余部分大小掌恒的

还可以按照原来定的"份子"参加"分红"后米渐渐不行

了 t，当年青的"不收了，也没有什么"红利"了，掌柜们

的"份子"便取消了，和"吃芳金"的一样都实行了月工

资υ 到了 194 1 年(伪康德八年)以后，工资不但不·长

了.有时因挣不来钱，工资也迟返发不下去了。大掌柜的发

话了，他和伙计们说:. "谁要愿意在福丰达干就是这俩钱，

我们也不撵，要走，你就走，我们也不留"。

首先黄的是福丰当。开当铺的是茧利盘剥，相当于高利

货。押当期限短的半年，多的三年，期限越垣，盘剥越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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