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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宁商业9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始，便有货、币交

易。汉时，连然“有盐宵"。至唐，“以缯帛及员市易，贝之大

若指，十六枚为一觅。"南诏时辩， “颗盐约一两二两，有

交易即以颗计之”。此时，盐不仅作为货币流通手市，还销

到“升麻、通海以来"及“诸爨蛮”之地。并盐池鞅掌、利

及烊欢”。明代，安宁“城中计有千余户，燕至谁家是故

知。”足以可见安宁城市的繁华：次况。正德年间的温泉之西

已有街面， “有卖浆及柿者”。县街“车铺里”，曾有人开

店，供来往车马歇宿。清朝时期，安宁商业已有相当规模。

除米铺、客栈、杂货铺外，盐的销量已为历史最高水平。乾

隆嘉庆年间，“安宁井年销(盐)新兴』、I'1244，000斤"。民

国时期，安宁商业虽有一定发展，然仅限于小农经济思想支

配的农副产品的相互交易。商行、店铺不过是私有经营的

“小买卖"，且常有奸商横行，欺行霸市，加之繁重的苛捐

杂税，私营者能以“维持自生、约有小利”为满足，便不敢

有更大奢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对商业工作极为重视， “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商业职工“呕心沥血"，架起生产与

消费的“桥梁”。短短的四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

年，安宁商业兴旺发达。网点遍布全县城乡，贸易往来四通

八达，东进西出，通向全国。有的产品还远销东南亚。

回顾安宁商业兴衰发展的历史，看到今天安宁商店林
1



立，房屋鳞次栉比，街市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不由思绪连

翩，深感编纂《安宁商业志》确有必要，刻不容缓。于是，

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局组建修志班子，并在昆明市商

志办、安宁县志办的指导下，一全体修志人员认真负责，广为

搜集，严加考证，历尽艰辛，三易寒署，几经审定，终于完

成《安宁县商业志》的编纂，并付印成书。

《安宁商业志》书成，既可一览我县商业历史、现状之

全貌，亦可探究各项工作之得失，还可填补旧志之不足。真

所谓“盛世修史、盛世修志”。因而，该志如能让后人开卷

有益，对振兴安宁，发展商业有所借鉴，便不负编纂者的一

番苦心。

聊缀数语予卷首，谨此感谢致力于编纂该志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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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宁县商业局局长 李灿美



凡 例

一、太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

二、本志书所用资料以安宁县商业局历年文件资料为

主，也采用了一些做商业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同志的文字和口

碑资料。同时查阅了历代安宁县志及档案馆的有关档案、照

片、图表等0

三、本志书起止时间：起自1911年，止于1988年。

四、本志书采用横排竖写编纂。全书由凡例、概述、大

事记、照片、图表共五章二十六节组成。

五、本志书对历代政权、年号均按当时称谓，并用括号

注明公历年、月、日。中华入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历

年、月、日。

六、本志书涉及的人物，一律直称其名。

七、行政建制沿用历史名称。

八、本志书中涉及的度量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按历代当时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按国家

统一标准称谓。

九、志书中涉及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

词汇、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申的数字，则用汉字。

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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