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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县何时出现商业，已无据可考。但商品经济之发展，较大商埠之形成，迄今不过一百

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市场的形成和演变，合作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到商入战份、政

治地位、经营管j晕及商品来源和去向等等，都发生了激动人心的变化。

我县合作事业的兴起，至1982年只55年的历史。建国前的各类合作社，情况非常复杂，

有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新型群众贸易组织，如农民消费合作社等；有国民政府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创办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弛。不论它的实际作用如何，对于逮一举动，

我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至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利用伪政权兴办的合作社，则为

每一个爱国者所憎恨，只有建国后国家扶持群众投股办起的供销合作苻，才第一次找到了做

好农村商业工{=，E的正确途径。供销合作社之所以为它以前各类合作社所不能比拟，主要在于它

在经营上以支援工农业生产，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为目的，在管理上实行民主办社，依靠

社员群众办好自已的供销社；在人员构成上是群众信得过的行家里手，从群众中来又为群众

服务。供销合作社在农村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经济政策，加强农民同国家的联系，既为农

民推销农副产品，又为农民供应工业品，起着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品和农产品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农衬经济综合服务中心。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供销合作社也有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人们将通过本志书

审记述的各种数摆和资料，分析农村商业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在发

展合作事业本身的同时，并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志的刊行问世，是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是专班人员两年心血的结晶，文中

资料翔实，详略得体，语言通俗，图文并茂，虽难免错讹，但怍为我县第一部供销合作志，．

仍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可以相信，从事供销社工作的干部职工和关心合作事业的各界入

士，读后一定是有所受益的。

周 立 人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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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全书分十二章，约二十六万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叙述r自清光绪八年

(1882)至1982年间全县农村商业活动情况，侧重于供销合作运动的叙述，其中重点介绍建

国后的供销合作社。

二、根据掌握材料的情况和叙述的方便，各章(节)的上下限均有左右。如名晒烟一节

就上限到明末清初，而支援生产则从建国后开始。概述中叙述建国后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不得

不下限到1983年，而土靛则只能写至1]1958年止等等。有的章(节)因与《县志》的下限不统

一(1984年)，出版时也略有更动。

三、其总的结构是时经事纬，横分竖写，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章按事件分；节有的

按枣件分，有的按时问分；目一般按时间分，具体叙述则一律由远及近。

四、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考虑到社会分工问题，有的事情叙述比较简单，如对私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县《工商志》有穿插，本书只在社会商业一章里简述了一下，团风、

黄州市场则以县《商业志》为主；商品一章则重点叙述农副产品，工业品又以《商业志》为

详，农副产品中，粮食、油料见县《粮食贸易志》；牲猪、蚕茧等分别见《商业志》和《外

贸志》，本文叙述的其他品种也重点是写贸易请况；商品价格!商品运输均以《物价志》和

《交通志》为详，旧含作社中的信用合作社则是《银行志》的任务，本书均从简。另外，如

工资福利一节，全国同行业相差不多，也从简。中药材一节本：书则重点写生产和贸易情况，

泡制使用则以《医药卫生志》为主。

五、概述虽列为章，但它与后面各章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全书纲要，重点叙述了不同时

期全县农村商业活动之梗概。

六、关于附录《黄冈县合作运动史》，并非《供销合作志》的有机组成部份，只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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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志书是“横分竖写"，建国前各类合作社均按事件分散到各章(节)中去了，为了使读者对

建国前全县合作运动有一个系统的印象，才另编此文的，其内容均与志书重复。杂记一章，

均属前面章(节)里容纳不下，但又有必要编入志书的内容。

七、文中有关数据：建国前均包括今新洲县部分。建国后由于机构变动频繁，特别是与

商业局几分几合，业务范围有大有小，需联系前后文看。

八、抗战开始应为1937年，只因我县首次遭日寇袭击是1938年，所以群众习惯以民国二．

十七年(1938)作为抗战开始，叙述时有的地方照顾了群众这一习惯。

九、文中简单的不常见的行话、术语和较长的引文出处，均在各章后面加以注释，简单

的引文出处则在正文中随文带出，不另加注。比较复杂的名词、术语．则在杂记里另录，不

在章后加注。

十、文字资料来源：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图书馆、武汉

市图书馆、湖北财经学院图书馆、省贸易志办公室、黄冈师专图书馆，地、县图书馆、档案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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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黄冈县系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定名。建国前，全县总面积3200多平方公里。建

国后，陆续将江南划归鄂城县，将巴河口以东戈』】归浠水县。1951年6月分为黄冈、新洲两县。

1952年将三里畈等地划归胜利县(后为罗田县)。今黄冈县跨东经114。477，北纬30。24 7至

30。53 7，总面积为1179．4平方公里。 。。

全县以丘陵、平原为主要地势，也有小山区。北部大崎山主峰海拔1040．8米，是全县至

高点。自此向南，山势渐跌。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布，鱼肥米丰，人民勤劳智慧，物产各

具特色。历史上有数量为“鄂东之冠"、品质为“全省最佳"的棉花，①有誉满中外，曾

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得奖②的名晒烟，有“唐朝湖北七州、黄州府属黄冈为茶叶盛产县’’

之说；⑧有“染色经久不褪’’④的土靛。另外，黄州萝卜、叶路的大蒜、夕阳冲的土丝、全

县的土布、余家定的帽川等都是特色品种，享有较好的声誉。

私营商业清光绪年间(1875m1908年)，我县市场上虽有洋行、买办和官营商业，但

由于中国几千年“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所以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分

散的中小私营商业。鸦片战争(1840年)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帝国主义列

强先后把魔爪伸向我国，其对我国农产品的掠夺和在产业上的投资，客观上刺激了我国农业

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当时我县的棉花、晒烟、蚕茧、蚕丝、茶叶、麻、靛草等品种的生产，

巳完全脱离了自给自足的状况而涌进市场。在手工业方面，手工业产品进入市场的已有土

①《汉口商业月刊》、湖北省《统计年鉴》

②见后文《黄冈名晒烟》

③陆羽《茶经》

(蓟黄既明：《湖北之蓝靛》1938@《银行杂志》第四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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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土丝、土绸、黄扇、竹簟、皮(梓)油、桐油、秀油、帽川和陶器等等。这时，比较集

中的商品市场逐步在沿江、沿河一线形成。如长江沿线的团风、黄州、阳逻；巴河沿线的上

巴河、但店；举水附近的淋山河等集镇已初具规模。1898年戊戍变法以后，维新派在汉设立商

会，创办《湖北商务报》，制订了一些鼓励商业发展的措施，我县私营商业发展很快，在历

史上“市镇十有七’’①的基础上又有增加，交易总额中私营商业所占比例最大。

民国建：芷后到抗战前，是我县私营商业的鼎盛时期。县内除团风、阳逻、新洲、仓子埠

“四大商场’’以外，上巴河、淋山河、黄州、但店是四个较大集镇，商户均在西家以上。其

余如路口、陶店、回龙山、宋家坳等28个较小集镇也已形成。同期著名的商号有淋山河“义

泰来’’烟庄，团风、上巴河“李源丰"药铺，团风“陈日新”盐店，黄州“柳祥泰”杂货店，

上巴河“乾泰昌”布店等等。

抗Et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和战争摧残，使我县私营商业遭到空前的浩劫，

商号倒闭，市场萧条，物资奇缺，民不聊生。抗日战争胜利后虽有所恢复，但终未达到战前

水平。到1949年，全县私营商户只1736家，农民购买力极其低下。

建国前的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官僚资本掠夺的对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同

广大农民一样，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在经商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政治地位很低。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入在农民的心目中有狡诈，唯利是图的印象，这是由其经营思想和经营作

风决定的。建国初期，国家对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成为社会主义新

人。

。 农民消费合作社农民消费合作社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产物。1927年

a,El，我省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这前后，我县农民运动在陈潭秋及其胞弟陈荫林

等入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各区乡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农民组织在政治上打

击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在经济上没!l殳官僚资本，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他们把

没收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把没收的财产拿出一部分兴办合作社。1927年初春，陈荫林亲自

捐导办起了我县第一个农民消费合作社——团风镇农民消费合作社。三、四月间，上巴河、

总路咀、宋家坳、自家坳、酉福寺等区、乡的农民消费合作社相继建立。到六月中旬， “有

总消费合作社一所，分社十四，信用合作社二，贩卖合作社一。"②这些合作社具有新民主

主义经济性质的萌芽，它的任务是减除私商的中间剥削，平价供应社员生活需要， “白坳平

注： ①清光绪七年(1881)《黄冈县志》

(爹1959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写《黄冈革命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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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合作社，货物多少钱买进来就多少钱卖出去，价格比私商便宜20％。"①武汉七·一五事

变②后，叛军流窜进入我县，极力摧残农民运动，八，九月问，农民消费合作社相继停办．合

作社失败的原因还如毛泽东所说： “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

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③但它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和经济统治，第一次在我县传

播了合作思想，进行了合作运动实践，其积极作用是肯定的。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国民政府兴办合作社，我县是全省第一批试点县之一。民国23年

(1934年)5Y]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班毕业的鄂籍学员即来我县，指导组

建了一批合作社，到1949年止，这类合作社存在了15年的时间，高潮时全县达293社，是建

国前我县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类合作社。

所谓合作社， “谓依平等原则在互相组织之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社员经济之利

益与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员及资本额均可变动之团体。”④在法律上， “依平等原则”组织

起来，共同经营，共同负责，即所谓“有限责任”、“保证责任”、“无限责任’’，是这类

合作社的特点之一：合作社实行社员代表会制，设理事会、监事会，业务上实行经理责任

制，因此，这些合作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合作先天孕育着资本主义成分，后天批判了

资本主义”，其经营目的包含着“谋社员经济之利益与生活之改善”的因素。

合作社在当时我县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战前，我县有合作社120个，1945年抗日战争

胜利后，合作社接收了日伪全部商业遗产。1947年全县达293社，基本遍及全县国统区各

保，这无疑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政府实行的棉花统制、烟草统制、粮食统制、统购统

销，专卖、限价、配给等经济政策，大部分是通过这些合作社来付诸实施的，台作社虽不是

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它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

“消费合作社，是许多人的结合，为着各个社员的需要，买入日用品，照市价分配每个

社员，每个社员既是买主，同时也是卖主，买主和卖主之间毫无隔阂，更无居间渔利的商人

及一切投机取巧者，不发生利润制度的弊害。"⑤合作社的作用主要是平抑物价，配合新县

翩“辅助，人民经济之改善’’。因此，比较受社员欢迎。但由于合作社社员大都是商人、业主⑥

注： ①原载《汲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转弓i自《黄冈革命史资料》第一辑

②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镇压农民运动

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41页

④193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第47次会议通过：《合作社法》

⑤《合作者的道路》，民国37年8月1日出版《合作经济》新9号第二卷第三期

⑥私有剽社会里企业或房地产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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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官吏，而不是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所以它的实际作用只能是。帮蚴帝国主义者和买

办化的资本巨头们来控制农业生产，加建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使中国农村愈益殖民地化一。

①合作社以牺牲贫苦农民的利益开始，以淹没在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而告终。

日伪合作杜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日本侵略军首次轰炸黄州后，我县黄州、团

风、堵城、新洲、下巴河等地相继沦陷。日本人为了控制沦陷区的市场，大量输入日货，更

多掠夺农产品，勾结伪政权在沦陷区兴办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性质，是侵略者及其爪牙奴役人民的工具，其资金来

源，商品来源，农产品去向均受日本人控制。一是强迫使用日钞。合作社买进实出只准使用日钞

和银元。二是摊派股金。除由保长向农民摊派外，当地私商为了以后向合作社进货，也纷纷入

股。三是日本入投资。凡获得日军批准的合作社均可得到一定的资金。四是控制生活必需

品。如食盐，必须凭“良民证，，配给，进货须经许可方能到指定的洋行。五是倾销日货。

其经营品种多是洋油、洋火、洋钉、洋布等带“洋”字的商品。六是实行不等价交换。如我

县名晒烟，日伪合作社用低于市价50％以上的价格收购，使我县名晒烟质量急剧下降。

由于合作社具有殖民地经济性质，决定了它的作用。它统治了沦陷区的商品市场，倾销

了日货，掠走了粮食、棉花、皮油等大量农产晶。据国民党县政府统计：抗战七年，全县沦

陷区被日本人劫走麦子1．5万吨，稻谷5．3万吨，棉花6200余吨，金属物品300余吨．此外，还

为侵略者积累了资金，充当了其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在沦陷区，合作社是唯一“合法”的商业组织，它垄断了境内商品买卖，控制了货源，

因此，处于比较霞要的经济地位。沦陷区日本人领导下的合作社，是我县贸易史．匕的一段畸

形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根据地的合作社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黄弼县委，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以淋山河、王家

坊、蓼叶咀等地为革命根据地，配合新四军第五师，打击侵略者。由于日寇对根据地实行经

济封锁，货物出进困难，部队给养不能及时补充，人民生活极不安定，因此，当地军民积极

兴办合作社。1941年11月，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办的合作社在蓼叶咀开业，接着，五师司令

部和第17团、4l团均开办了合作社，除五师司令部的合作社外，其余都对外营业。

这些合作社的性质如毛泽东所说的，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私人事业这三方

面所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具有往会主义的因素，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

注： ①薛暮桥：《中国的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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