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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五金交电化工商业志．是在市委、市人民政府

和市一商业局的领导和重视下，由兰州市五金交电化工

公司、甘肃省兰州五金采购供应站、甘肃省兰州交电采购

供应沾，甘肃省兰州化工采购供应站的领导同志组成编

委会，并由四个单位抽人组成商业志编纂办公室，于1989

年3月开始投入工作。经历了搜集资料、研究篇目、编写

长篇、分篇日编纂和合编等阶段，历时二年半．到1091年

6月合编成稿。在搜集资料期间．办公室的同志，查阅了

省五交化公司及三站一司的大量档案材料，到省、市档案

馆、图书馆、市统计、商业、工商、文史等部门翻阅了所

有有关五交化行业的材料，多次召开了长期从事五交化

经营的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和在职的部分干部、职工座

谈会，上门访问了部分年老行动不便的老同志，从他们那

里获取了许多有益的活资料。还派人到兰州市三县六区，

西安、天水、平凉、武威、酒泉等地调查访问了原在兰州

五交化商业工作过的同志和由兰迁往外地的原五交化企

业。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的编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致意。

兰州市五交化商业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坚持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社会主义的历

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尊重历史，服务当代，掌握详今略

古，有所侧重的原则，用绝大部分篇幅，重点记述了新中

国成立之后，兰州市五交化商业的发展成就和勤劳智慧

的广大干部、职工的光辉业绩。充分反映“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建设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才使五交化行业兴

旺发达这个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编写这本志

的目的，正是为了正确认识兰州五交化发展的历程，借鉴

历史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现实工作，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加快改革步伐，使五交化

事业向着更快更好更高的水平发展，创出更佳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

贡献。

由于编写五交化商业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参加编纂

人员缺乏经验，历史知识有限，加之资料不全，限于编辑

水平，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多有不尽人意之处，望同

行志士予以指正。

兰州市五交化商业志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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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兰州五金交电化工商业起源

巾国很早就有铁的生产，冶铁事业十分发达。自战国

时代中国盛行铁器。铁和铁器的生产，到了汉代日．f便发展

到高峰。建元二年(公元前137年)汉武帝继位后，这位

年仅十八岁的皇帝即锐意经营．开发西北，先后派张驾两

次出使西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fI国丝绸及j e服装、

铜镜、铜器和漆盒等手工艺品就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各

国。兰州是丝绸古道上的重镇．其商业历史悠久，源源流

长。在它的历史上，曾有过繁荣昌盛的兴旺II·f朋．也竹经

历过兵马横行，群雄割据，经济凋蔽，天怒人怨，民不聊

生的灾难时期。自陆路丝绸之路的重心转向东南沿海水

上丝绸之路以后，兰州的商业贸易和全省各地一佯，由以

外贸为主转向以内贸为主。由于兰州交通不便，工业生产

空白，商业萧条，发展缓慢，到了清朝，随着与少数民族

地区贸易畅通，使“北临河宾，南对兰山，地面狭隘，周

围五六里，户口约三千有奇”的“北五省一极小都会"

(引自《：兰州学刊》1688年第一期《明清西北城1f，的市民

社会经济生活》)又活跃起来，商业又复繁荣，成为}r肃

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公元1871年(清同治十年)兼营少

量颜料．染料和恫油的“万顺德”布匹杂货店开业。公元

1876年(光绪二年)“蔚隆章”铁货铺开业。棚隔二年多，

又有“长盛泰’’等三家铁铺先后开业。fjl于兰州近代工业

起步晚．到1936年第一家汽车零件行“．1I华零件行”开
· 】 。



业。1939年第一家电工电料“怡成兴电料行’’开业。到

1951年兰州才有了消防器材经销点“兰州市信托公司消

防器材经销处”。

(一)从流动行炉到固定摊点打铁铺。兰州很早就有

流动行炉出现，主要打制一些民用铁器JlJ品，边打边卖，

￡J产自销，工商兼营。到1935年前一部分集I|I兰州风林

关固定雉位．坐地打铁经营，号称“大炉院”。据1935年

《兰州工商与金融》记载：“兰州城外黄河北岸，有所i胃炉

院者．非i铜铺亦铁铺，专熔化生铜生铁，铸造铜铁炉、及

旧式农具、兰州普通火炉及所用之铁犁、铁锄等，均系炉

院所产者，所有铁货，均以斤论价。铜货价廉，每双斤四

角．铁货五角”。将该行各店名称列后：

名 称 资本(元) 地 址 经理

永顺阳 l 000 兰州风林关(今庙滩予) 王宝孝

永福祥 500 兰州凤林关(今庙滩予) 王新齐

三益馅 500 兰州风林关(今庙滩予) 王魄九

三益成 500 兰州凤林关(今庙滩予) 王金山

永盛祥 500 兰州凤林关(今庙滩子) 王宝泰

源兴福 500 兰州凤林关(今庙滩予) 王安泰

一部分集中于黄河北金城关一带，专门生产铁轮马

车和车轮铁瓦，但生产设施和技术都十分落后，1935年

《兰州工商与金融》记载：“兰州的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也

丰II当落后，骡车为交通主要工具，当地车铺虽能制造，而

不能『玎；故兰州街市上之骡车，十有九均系西安制造者。
●

·2。



兰州人力车颇多．但无人力车制造厂；此项人力车均系运

自东路，远则开封、郑州，近则西安。人力车犬，以焉：载

相当货物(如药材、铁货等)，山开封或西安．徒步拉_i

西行，至兰州售其货，以盈利充川资，而车抵兰州．j乓价

亦增蓰矣。人力车在兰州获利甚厚，但兰州普通年厂，竟

无设法仿造者；益”谢省普通工人知识谫陋；劳力而外．

不解智慧之运用也”。“吾国工业本不足道．惟各大商埠之

工业，尚知模仿改良．不无进步可言，而兰州则异是：延

一工人至，授以佯本，请为仿制，则必谢日：不能I或清

照旧式稍加变通，则亦必谢日：不能吾师所教者如此。它

非所知也‘，工人知识如此，工业之不发达，良非无故耳"。

工业和技术的落后．直接影响五金交l乜行业的形成和发

展。后来“董家菜刀铁匠铺”的出现，改变了对技术不求

进取的状况。“董家菜刀铁匠铺”．设在兰州道升巷内．店

厂合一，自产自销，他们对技术精益求精，每锻打一把菜

刀要经过四道工序和十五种工艺才能把菜刀锻打成品．

终于赢得广大群众的青睐，成为兰州的名牌产品。

(二)纯商业性质的铁货铺。兰州开业最早的纯商业

性质的铁货铺四家。

“蔚隆章铁货铺兰州分号’’，开业于1876年(光绪二

年)原地址兰州市西大街(现张掖路)．经理张献池，资

金白洋二万元，从业人员15人，到1935年资金发展为八

万元。“蔚隆章铁货铺”总店设在凉州(今武威市)．相传

总店在明代已开始营业，到清代中期续芳林任总店经理

时．企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资金雄厚．号称白银三百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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