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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毛娶
舄屿- j蘸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原省财办副主任沈以宏同

‘悉在省贸易志编纂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编好我省

第一代社会主义贸易志的任务‘。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讹的优良传统‘，～志

书具有“资治．”作用。我们积极响应上级的：号

召，一九八一年冬，：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j根据

：省贸·易志编辑室和省供销合作衽的·指示产?组织专

镟，：叛定缟考捷鲕’：。‘?葫阅j亍连国：戡杀省楼獭
业务历史档案，走访予部分单位和老职工：j’趣参

阅了武汉市及部分县日杂公司的有关材料。经过

．两年多的时间‘≯到。加＼四年三月，写成初稿，
作为向上级汇报的业务历史资料。

， 二九八五年四月，省联社决定所属专业公司

都要编出《行业志》并付印成书，我们将原来编

．写的业务历史资料，进行筛选、修改和补充，写成

《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行业志一生活资料卷》。全



书由唐伦同志负妻编写，谢果然同事负责审稿：
刘介村、黄衰襻、彭敏恭j徐囊寿、李天才、李
祖狄、于逢雾鲁同志均提供了藉瓣和参加了编

r：燕翼蘩手擎i璺悬零黧4挚譬争謇望夯穸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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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杂品是城乡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属于

“衣、食、住、用、．行”五项基本经济生活方面“用”

中的部分商品。人们从早到晚，从生到死，从厨房

到卧室，从家庭到单位，处处都‘离不开日用杂品的

使用。．
．

‘

日用杂品多属轻、手工业和农副业产品j具有

品种繁多、规格复杂、生产分散、供求变化较快等

特点；一般体重、价低、．易碎，、经营中不宜长途调

运，中，转环节不宜过多，而且市场需要具有较明显

的季节性和地方性。大部分日用杂品属于三类小商

品，过去习惯上称为“土、，小、杂”。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目用杂品不断更新换代、推陈出新，，其内涵和

外延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日杂行业与其它行

业的交叉经营现象日渐普遍。在供销社体制改革深

入发展，的形势下，我省日杂行业逐步演变成“立足

本业，综合经营”的农村生活资料经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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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建国前日用杂品行业概述

第_-节．。日用．杂品行业的起源

j．新电国建立以前；‘我省无独立的日拳行业。；罔用杂品分散在■

山货和土产行业中，故山．货、土产行业的起源．，也就是日杂行业：

的起源。‘i ． ， 一
，

●

。．·市场上所谓山煲包罗t极广!：8属山牟土产之物蛰叫I扣袋。我、

省武汉甫的山货行业!i垂在滞朝乾隆时期(’l了11竽)j就有’、?周天．．

茂山j货行’：!龙啮的抟说j i据f九三六年，《，汉口商业月‘刊》上记

载。‘．：?本市之电．货行业始景前清尚绪年间’：，(187 1年．)．。矩龛’．．

百年在右。当时莺业范围菇小，以弱山货来源增多：，，销斑臣益歼、

广，：营业逐渐趋西发述一清末民初山货行业的营业额多达百万面。
以止．与其他行业比较i并无逊色：：

民国二年(1912)以后，武汉山货行业逐渐形成八大帮口。；到．：

民国十九年(193。o)，，正式联合组织山货同业公会。这八大帮是河

街帮，黄州帮，l增帮：武瞽帮：研’’白帮、’沈家庙‘帮、宝庆帮、
益阳帮。在八大帮之中有四个帮都经营日杂商品． 一．

(1)土挡帮：位于市内土挡，‘+以经营．鸡、鸭、纸张为主．

．i(2．)研口帮：∥系就市内地域区分，‘以经营草绳：．药材：篾

货为主。：·：．：

j．；(，3：)宝床帮：’。店主多为期‘南宝庆人．tj以经营夹板纸为‘主。一’

{．：i《4)．益阳帮矿店主多为湖南益阳火：．’．以经营益阳盘纸为。‘

主。j．1

‘我省山货行业．，：．很早以前是由一些农民在农闲季节，，筹集少．

量喷金+：j、肩。挑，日用’百货。。布匹等物，·深八襄阳。老河’口：郧阳’it：··

竹溪，房县，保康等山区，曼远的甚至到云南．贵州㈡陕西F甘肃



等地，换回山货药材，摆在武汉街头巷尾，最早在武昌鲇鱼套一‘

带，唐宋之时，移至鹦鹉洲，清末又移到半边街一带(即今统一

街)。山货买卖，‘由、，“经纪人”从中撮台；生意战交后：‘按交易

总额抽提百分之三、四的手续费(即“行佣”)。随着员易的发展，

农民由农闲时的螭挑贩运一，发展成为专门商人-’并用车装船运。’

为了适应这些商人的需要；原有的“经纪人”也发展成为有

固定行号牌名的山货行；：；哒种山。货行；～还菇客商专门设有住宿
房向．。‘’：

．我省土产行业也始’于清朝光绪年间。据清朝光绪二十五：年：，

(，1899．)《：湖北商务报》第二册记载，湖广_督完张饬设商务公所，．

陈列芏产货物P，并称：：‘?2汉西之白铜器皿；j兴山笼瓷器．，’拶市‘

之木器，、汪夏i翻州艺竹器，，兴IN：2．纸等物、．‘j皆有可．观0此外0’
有益民用；1可以贩运远努乏物，尚复不少≯?。苛觐当。时生产行业i

较为发达j：民国三年(1 9 1：’4)1 4j武汉市芏产：巳发展到2 2个：行

业}·诤l；：oL§户，’其中有瓷器：陶器：‘土纸、；鞭炮0席：幅：、’扇；一；

木器、家俱、．盆盘、藤器、棕品、7你篾j竹采、．一由布壤伞等日{杂‘、：

行业1
．

。．．．·
l

’

： ，·‘，t

。第二节部‘分商品_产销沿革1

一、陶瓷
●

●

‘

⋯(1．一)陶瓷集散地一二武汉

。’i新中1国．建立以前，‘我省瓷碗产量极少·，；厌存恩施地区的恩
施、利川、咸丰县，郧阳地区的郧西县，‘襄阳地区的南漳羊角山j

等地，生产少量：的粗瓷碗，．全省年产量约j50万件(+。个--)。i陶器主

要是汉川县马口镇产品较为若：名毫!：其它《翁县只有少量农j副．业陶

的生产。．但是我省是陶瓷器的重要销区，武汉居长江中游，．处于譬

汉水iE入长江要隘之地，自古汉口-为我国。四扶名．镇乏鎏童；!。求陆交

通畅通j商贾云集。t咱京汉铁路通车后、武汉商业笾繁盛j·．更÷

可称为国内市场的中心‘，。素有■九省通衙”I之称，．历史瑾；地理j
●

一

2，



上形成了武汉为得天独厚的威品集散市场。+省夕卜．陶瓷运来武汉以
后．．．大部分转销夕h省和省内各地，小部．分．内销武汉。．．．．．¨ +．．，

武汉陶器，．主要来自湖北省．的汉川，跫I：1．、弭，苏省自缸宜兴i，湖

南省南籀茵、{葫截!动声藐多蓐每蓑：j盘奚：ji苫文本?忑’行：至

器由瑚江进长江-K行至汉。陶器运输多选择水路船葶，．阱减少商
“：■‘， ， 0h-‘ ’7

品损耗和军费廖‘本。．
、、’武菠瓷器：圭?戛莱自江西省嘉德镇、·萍乡和湖南省的礼：陵、，。

馥．1j耳筝地。．誊自毒孽锋青为零李。毒皂迥南争字嘎的i塑市葶：尊，I
瓷以姜谤为患ij二．之区，’．由水赂渌口上船装运经洞庭湖八长江到武．
．汉．．我由随培萍株湘瓤铁路运瘦。’茜瓷卣景德镇这汉，．须缝半月．：
芝|久：集裙镇警饶；I,I肴≥百八十。里芝西．流，’水’努颇菠．，，大。磋茉能之久，景德镇要饶I、有__酉八十。里之西．流，水努颇浅．，，大。艇不能

直避孓蓼!：‘粤殚皇参够牌适擎黪。遵鄱阳湖到都直，出湖白．，‘入
长江逆水上行经九江入鄂境。

陶瓷销售(去向)则因地区和季节而异。大型商户如源记、

’

、 l ，”．0．一．， 二
‘7

-．，1’．I 一1 i’． ，一1￡
‘

)。 ’j Lt·

．松茂、王锦源、罗德昌等资金雄厚．，’在景德镇设坐庄，．其销‘售对
，1：l

”
。q ‘ ，

象是、菏南!、：．陕西?宝鸡、，；琢‘：。兰驹，、_太原等牲。一又茹畴柄顺、．
．辜艾基、’无奂蘸≥‘葙亦每j。蒙源摹’i叔新、向镭．：’穗眭等盾：资：．
金多孚上速’函‘冢，’销售对篆是双1永苄游粳帚茹签垮市晦；妻如周I：
协记、。黄方颟、．‘，鲁兰太、j永记、、黎铭记等店，‘资金又少于陈和顺．
g八家‘，‘．轴售葑豪≤黄蔽j挈感，成宁．j薪澌：麻城秉埠¨尖蔷I

一 7． ≈ ‘．‘■⋯一
‘ 一‘‘‘ ⋯ “ ‘。

潢Jii，、‘息县等地。+
’

√髓年三年(‘l娆3)”洋菇输入武汶，’晟韧迸口．额为f7；。joQ
两簧釜27：苠目千兰：聋：之磅荃!÷事叠÷亨声案盒：鬃爰≥茸苯凄季言直i
分芝八早≯莫自及其箍自豪瓷器苦百分芝二早：?酞战以‘前+，。栖×’
瓷器7改美德菊象多，‘百苯瓷亦不少：．．欧哉时，1莫穗无暇毒意运茎，
啬疡：甘裔!手‘毫疏4起：?毓‘蔷蔽哀遭趋，‘蓰‘萁逼合我啻人蠢篆婪l!

，‘日苯瓷‘箭磊【i汶讨‘弑爱谪谴ji黼额={i：i滴南、菏备：．”山西’：陕西9
等地：日商批爱芋华商时：。华商二般不给现金j只给六十天，期票



． 一张。‘货物即运往内地销售，如货物能在六‘中天肉脱手：则华商

以此款付给Et商，再照上法进货：‘于是华商可以不需要资本而获‘‘

巨利。日本瓷商利用这个办法推销瓷器，这就是他f『j的‘生意经。
’

～+．(见1925年银行杂志笫3卷第3号汪若霖著汉IZl瓷器输入之状

况一文)
。L’·‘

，

． _、
’·‘

’·j。+．。0’：
’汉口陶瓷销售，受政局影响甚大．抗日战争之前，瓷商总资。

金约50余万元(银元计算)．年销售约18万担(买卖‘以‘担‘裂许。

算．菜碗(三大)六支一担．每支36个，+饭碗八支二担；每支50

个)，职工约150余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物价波动，人+I醛惶’

恐，总资金降至十万余元；年销售约二万余担；抗日胜。利后’i’入‘

心振奋，营业渐趋活跃，这时资金、职工与抗战前’夭体相同而年销‘

售量．二跃至20余万担；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交通无阻，市场繁+

荣，陶瓷商店总资金5，338，600万元(旧制人民币)‘’：员工4§o人j。

陶瓷年销售量达到59万担。(见武汉市档案馆工商联文件+)‘
、

·’(二)经营陶瓷的种类
。‘

j”一’。

：武汉经营的陶．瓷，分为‘陶器类和瓷器类：陶器通常分为缸’：j+’

钵，坛：·罐、盆、壶、t管等七小类；瓷器分为圆器、琢器二大部。

‘．分：碗j杯、盥等为圆器，瓶、壶、帽筒、人物为琢器。圆器‘，
‘

琢器因品质及花色之不同，。又分为可器、冬青器，先花器，彩器．

白胎器，定器，苗器、龟边器：写意器：混水器，吹红器．：金玉器：‘珊’

瑚金兰器j兰边器、常器、吹青器、渣青器0龙泉器等。凡瓷器之

面涂葵花者属可器，t素而无花者属冬青器，青色莲花‘属凳花器’，”7

红绿花色属彩器，=纯白兰边属白胎，粗青花属定器，细青花属苗

·-器，．．龟形’花纹属龟边器，花卉禽鸟麓写意器，山水人物属混水器‘，．‘
红面4白花属吹红器，白面金边属金玉器，红面金花属珊瑚金兰器．，”

‘粗花属手常器：’兰色属芋兰边器，兰龟无花属手’吹青器0。兰苣舀．·

花属芋渣青器’，清青色带青花而有玻璃釉哉泉釉者属于龙泉器。．L：

．‘ ，(见1937年《银行杂志》第3卷5号黄既朗论汉白之瓷业)7．‘、
、(三)经营方式及特点’’

1
1+ ’¨‘、。。‘。。i‘’

．

’

●

． 4～ ．

‘

．



·．．．+德周以前，，私营瓷商的经营：意式，：不是’千篇：_律，’而是灵，活
． 多样。。瓷商根据其资金大小，．人力强弱j店牲条件，铷定企业的

+。，经营方武，．t有的批发兼零售。．．有的专做门市生意。’门·市受易概系

、现款，并无折扣；．批发则按贷款作九．七折计算0阱示优待j-批发

^分现款与记帐两种，无论门市或批发交易，各商店均可按货值向顾

。客抽费⋯各叫出店费。批发每元抽八厘，门市每元抽-一分，此项

j出店费另行分-配。、门市作十成分配j．癌员一得七成，骰东得二成，

同业公会得一成；批发只作八成分配，除去股东二成．余均同。

·(见1936年《中外经济周刊》第135期)’ ·。 一‘

．： 在商业经营活动冲o“销_·是目‘的，⋯_购”是关键，过去陶

瓷行业中有句术语，即谎买出手，-后买入手”：一．，采购一批商品
．?曹先考虑的是适销对路一，．否则就会造成商品积压；其次是价格和
费用的测算．。阱销她与产区的同类商品比质比价．．再结合销售司

．惯稻市扬变化，快定购进商品的品种规格和数量。‘o．． ·‘、一

．．．0在：旧社会商场中流行着■顾客乃衣食之父母一：。，’信誉通商、

．瘴宴无掌”．≯；．j态度和蔼，¨礼；貌待客●， 鼍．生意不成仁义在”?

“今天是看者j·明天是买者2等一些术语：申j心思想是重视．“信

：誉、：f与孙L貌”．．．无论业务成交与否，都得起身迎送，，对顾客以

一毫謇想绮：两绥竹簪买卖，j暴要真头成交’．就得遵守箍。约。j对批
．发商最一定要按照定单生的品种规潞数量j’按质按量插包。：负责

；运到事站_码拳。：精心。办理。这是恫社会资．本家的生意经、?招揽
’-生意的恿段；一． ：．．：一‘。““r．一⋯ ．；‘j’j，一，：i

：__‘一?(．四．)!行帮之战’，．专’，j．一，．。‘- ≥i，。 ．。j：·1。j

《‘。清朝末年i陶器商多是挑贩；其货源是向行商进货。麓器商
因其籍贯的不同，自觉组成各种帮派。当时只有划帮(．后改为华

帮九马口帮j；汉帮，-以后j逐I步!发展分为汉帮、马口帮、江西帮，

．．湖南帮筹；川I． ．㈡‘，：，：． ‘．．·t‘．． o一^．

(1。)汉帮∥以汉口及葛店人较多，设有正式商店．资本L

予事一一万数千两‘不等，出售商品有粗瓷细瓷。两种。爹数商店，专
，_ ’

．。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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