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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为辛集皮毛专业志。全面记述辛集皮毛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辛集皮毛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使本志具有资

政、教育、存史的功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

放服务。

三、本志在记述皮毛业各行别时努力志其发端，追溯渊源，下限断至1995年。某些连续

性强的需述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越限至搁笔时为止。

四、本志采用编章体结构，编下设章节。辛集皮毛业历史会要，勾勒历史脉络，有叙有

议，指明要津，总摄全志各编章。辛集皮毛业历史大事记殿后，补充历史会要，并起索引作

用。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6种形式，以志为主。在若干编章之后，设有附

录，以补充正文，深化主题。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和文献收入文献辑存．

六、人物。对有贡献的已故皮毛业人物单独立传。对在世的皮毛业人物略作简介，以存

大体。对若干皮毛世家逐一记述。

七、文体．本志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具有较强的可读

性。

八、资料。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清朝五部《束鹿县志》、《民国河北通志稿》、《河北城市发

展史》、《河北简史》、《河北文史资料》，有关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实际勘察资料，各单位保存

的档案资料，以及向当事人、知情者采访的大量口碑资料。对各种资料均加以考证鉴别，去

伪存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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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皮毛皮革加工企业近万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生产6大类，200多个品种，年产优质皮

革3500万平方尺，各式新款皮衣300万件，实现产值15亿元。皮毛皮革业成为全市经济发

展中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主导产业，辛集成为全国著名的皮毛皮革制品生产营销中心．

强化规模意识。传统优势找到了，但依靠分散式的粗放经营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

到发展，并给经营者和消费者带来诸多不便，直接影响着商品销售。没有理想的经营场所，限

制了优势的发挥。基于此，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从1992年开始，在城区北侧

兴建。中国辛集皮革商业城”．商业城集贸易、加工、信息、科研为一体，采取“多种形式招

商引资，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方法，到目前已有1000多家客商乔迁城内经营．

商业城的兴建，迅速显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各生产厂家集中在一起，既方便了信息传递，技

术交流，又能互相竞争，共同提高，使企业从传统的经营圈子里跳出来，向现代化企业经营

迈进。如今，商业城平均日人流量万余人，成交额500万元，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云集这里，

同时吸引着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泰国、韩国、法国、德国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充分

显示出商业城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辐射力。

实施名牌战略。一方特色产业的兴衰，关键在于质量。为使辛集市的皮毛皮革产品在对

手如林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辛集市成立了皮革协会和皮革工业公司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制

订了‘辛集市皮革制品标准》、<辛集市皮革制品商标管理办法》，由市技术监督局进行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许出厂，不经检验的产品不准上市。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新

技术i新工艺、新材料，大力开发名优精品，先后聘请美国、l意大利、泰国和国内皮革专家

前来传经送宝．1994年9月，辛集皮革制品在国内贸易部举办的。首届中国皮革商品博览

会”上；以工艺精良、质量过硬、款式新颖而名声大振，誉满京城，。西曼”、。国冠”、。束

兰一等一批名牌脱颖而出．·

’皮毛业作为辛集市的特色产业，经过十年的精心培育，不仅在生产规模、产品档次、经

济效益等方面有了飞跃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农村养殖、饮食服务，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至1995年末，辛集市羊存栏已达22万只，狐狸、水貂等珍稀动物已在这里安家并大量
一 1



、饭店增加了200家，长途公共汽车增加到400多辆，程控电话已达2万多门。去

人均纯收入达到2578元。

集皮毛志》付梓行世之际，仅将我关于辛集市皮毛业发展的思考写在上面，权以

中共辛集市委书记边春友

1996年5月10日



I章 一
，J 一

在人类生活中，皮毛业可以说是发展最早的一种产业。还在人类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人
’

类即披兽皮御寒遮羞。在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糅皮制革的记载。
一

辛集市皮毛业历史悠久。据考证，辛集皮毛业的发轫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最早从事皮毛

业的村庄是回龙镇，故址在今木丘村。如今“回龙镇皮毛街遗址”尚存。民间谚语有：“比干制革

广川郡，回龙镇上买(一说采)轻裘。”比干，殷末纣王叔伯父(一说，纣庶兄)。传说纣淫乱，比干

犯颜强谏，纣怒，剖其心而死。广川郡，故址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北。回龙镇，为柬鹿县汉朝以前

的古村镇名。相传殷商时代，比干负责宫室革服、裘服及其它皮毛皮革制品的制造与供应，因而

被尊称为中国皮毛行的祖师爷。辛集镇的皮毛作坊都供奉比干牌位，逢年过节或开作、煞作，都

要给比于烧香上供，乞求平安。从这条“比干制革广川郡，回龙镇上买轻裘”民间谚语中，可知广

川郡和回龙镇远在殷商时代即有皮毛加工业，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回龙镇的皮毛加工业何时北移廉官店(即今之辛集镇)，已不可考。但廉官店是束鹿县明朝

以前的古村镇名，却是有志书记载的。早在叫廉官店时，这里的皮毛加工业，特别是皮毛商业已

经盛名远播。新疆有条谚语说：。不知束鹿县，知道廉官店”。这证明辛集镇早在叫廉官店时皮

毛商业即负盛名。新疆皮毛商人早在明朝以前即来廉官店进行皮毛交易：由于皮毛交易在新

疆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中至为重要，所以廉官店便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

廉官店在明朝时，与附近的彭家庄、轳辘把、李家庄、齐家堂、王家庄合并，易名新集，取‘‘新

的集市”之意。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改“新”为“辛”，始称辛集。辛集之名概与皮毛加工

业有关。它是根据《尚书·洪范》所言“从革作辛”而来的。它的涵意不仅是说从事皮毛加工业

的匠人很辛苦，而更重要的是对从事皮毛加工业的匠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赞美。随着皮毛加工

业的发展，特别是皮毛商业的发展，辛集镇的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

五月修筑寨墙时，又将邻村高卜营圈入寨内，同治末年(1875年)高卜营与辛集镇合并。

清朝中叶，辛集镇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工商巨镇。据清朝《乾隆柬鹿县志》记载，

辛集镇在乾隆二十七年(1732年)已经相当繁荣。“称邑雄镇，绵亘往来五六里，货广人稠，坐贾

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见《乾隆束鹿县志》卷二《地理·市集》)。当年，重修山

西会馆时所立碑文，描绘当时的辛集镇市面情况时说：‘‘畿辅金镇，商贾云集⋯⋯营业之盛，除

津汉外推巨擘焉。”它以生皮毛和皮毛皮革产品贸易为主要特色，。繁盛过于县城”，与山东省

的周村，河南省的驻马镇齐名，因而在全国有“河北一集，山东一村，河南一镇”之称。从清光绪

六年(1880年)至中华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辛集镇的皮毛业一直保

持着前进的态势，是辛集皮毛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光绪束鹿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辛集镇的生皮毛交易十分繁盛，“辛集一区，素号商埠，皮毛二行，南北互易，远至数千里。”

由于辛集镇皮毛皮革产品精良，不仅畅销国内各省市，而且大量出口，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各国。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外国商人纷至沓来，在辛集镇开设24座“洋庄”，坐地收买辛集镇

的生皮毛和皮毛皮革产品。因而获得了“辛集皮毛名天下”的美誉。此时，辛集镇及其周围村庄，

从事皮毛业的达五六万人，创造了。工厂如林，El进斗金”的辉煌。民国初年，辛集镇更垄断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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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皮毛贸易额的70％。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辛集镇，所有皮庄皮店一齐倒闭，使辛集镇这个

几百年来形成的全国皮毛集散中心，突然萧条下来。不仅皮毛业一落千丈，围绕皮毛业的其它

行业也一落千丈。这是辛集镇发展史上最大的挫折，最大的悲剧。这个历史的挫折以至影响了

辛集镇此后几十年产业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

的一大灾难性后果。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辛集镇的皮毛业有所恢复，先后办了几个国营皮毛厂，辛集镇周围

村庄也有少量副业性经营。但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私人熟皮、制革反复地“割资

本主义尾巴”，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的地方特色经济，成为举足轻重的农村支柱产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辛集镇及其周围村庄这块传统皮毛业的沃土上，皮毛加工

的火种是永远也熄灭不了的。因为皮行赚钱，因为它是这一方人重要的传统技艺和谋生手段，

因为它是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畅销商品。因此，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辛集镇及其周围各乡镇的传统皮毛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国

家、集体、个体一齐上，一年一个新台阶，规模越来越大，从业人数越来越多。鲜明地打出了发展

县域特色经济，重新振兴辛集皮毛业雄风的旗号。

辛集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坚定地站在重振辛集皮毛业雄风的前头，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群众从事皮毛业的政策和规定。1992年，市委市政府更做出了关于建设。中国辛集皮

革商业城”的决策。1993年、1994年、1995年连续3年都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辛集皮革交易

会”，促进了全市皮毛皮革业的发展。由于商业城的持续繁荣，对皮毛皮革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促进皮毛皮革生产由分散的庭院作坊向集约化转变。全市从事皮毛业的人数达五六万

人，皮毛皮革产品走向世界，规模优势更加明显，特色产业更加突出’．1995年，全市皮毛皮革业

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出口交货额2亿元，利税2亿元。重振了辛集皮毛业的雄风，创造了辛

集皮毛业的二度辉煌。这是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这是勤劳智慧的辛集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奋斗的结晶，也是市委、市政府取得的明显政绩。

读史明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确地全面地了解辛集皮毛业的兴衰历史，对于科学地

决策，对于引导皮毛业的发展，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辛集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尽管辛集皮毛业几度辉煌，创造了举世嘱目的奇迹，但从古至今却未能留下一部专门记载

辛集皮毛业的典籍。在河北省的史书、志书中也只有片断地记载。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遗憾。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了促进辛集市的改革开放，建设经济强市和向中等城市迈进，为

了增加市场经济的文化含量，让世界了解辛集皮毛业的辉煌历史和今日辛集皮毛业的伟大成

就，从而沟通八方信息，吸引中外客商，提高辛集，＼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弘扬传统优势产业，为

在“九五”期间谋求辛集皮毛业和各项事业的更大发展，我们决定编纂出版这部《辛集皮毛志》。

它不仅有利于今人，而且更惠及子孙，在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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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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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辛集受革商业城奠基”

●辛集市委书记王忠义在奠基仪

式上讲话

·辛集南八民政府市长边春友在

奠基仪式上讲话

●市委．市政酶领导审视”中国辛

集受革商业城”规勘图

●商、监辘壶毛南场开业典礼羲彩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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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商业城i。

全国八大常务委员会蓟委员长

李锡铭为“中国辛集瘦革商业

城+题字

中共中央政治禺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姜春云税察“中国辛集皮革

商业城”

国家计委翮主任郝建秀视察“中

国辛蕖皮革磅垃城“



中共词托雀

河北省人大

视察

溺托省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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