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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 罗清泉

湖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从历史上看，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 19 世

纪ω 年代，湖北出现了由俄商创办的机器制茶工厂，这可以说是湖北近代工业的肇始。汉阳兵

工厂、汉阳铁厂等一批在 19 世纪末兴办的工业企业，在我国近代工业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工业在满目疮瘦、破败不堪的基础 t，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和发

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形成以众多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汽车、冶金、机械、电力、化

工、轻纺、建材为支柱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综合配套能力比较强，是全国

最大的水电基地，是全国重要的钢铁基地、汽车生产基地和磷盐化工生产基地，也是全国重

要的纺织基地之→。"十五"以来，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传统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以信

息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成长，钢铁、汽车、电力等产业在全国保持领先水平，数控

机床、测控设备、电站锅炉及高压变电设备在全国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光纤、光通信设备、

无线通讯设备等产品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初步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武汉光谷成为

全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湖北工业的综合优势正在加快形成。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产活动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的历史进程。湖

北尚处在这一进程的中期阶段，虽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

有完成。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仍然是湖北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个时期

的艰巨任务。"十一五"期间，我们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经济

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努力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总体要求，坚持

"工业兴省"的指导方针，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建设现代制造业聚集区和高新技术发

展区为目标，以加快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石化等 4 ~.6 个销售收人过千亿元的支柱产

业为重点，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整体提升工业竞争力。重点是突破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做强支柱

产工业，支持汽车、钢铁、石化工业加快发展;改造提升优势产业，加'快装备制造、食品、纺织、建材

工业改造与发展步伐;实施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培育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实施精品名牌战

略，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目前，全省各地、各行业正在按照这一目标要求，

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动力，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市场主体培育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努力推动湖北工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快又好地发展c

鹏航同志长期在湖北工作，且大部分时间分管工业，对湖北工业的执着情慷难以止抑，

萌发了撰写湖北工业历史的想法。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亲自主持编著了这本《湖北工

业史~ ，对湖北的近代工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 1995 年的湖北工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

结。其精神的确难能可贵，感人至深。这本书的问世，对于回顾过去，探索规律，资政育人，

启示未来，无疑都是大有禅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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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近代[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860-1913 ) 



吨工业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传统手工业在中国封建经济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 直到 1840 年前，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不与农业发生密切关系的生产部门 。 鸦片战争以

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势力逐步侵人，外国资本工业进入国门，本国官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以及本国私人资本工业的陆续诞生，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帷幕。

第一章 湖北传统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的繁荣与地理环境存在着密切关系。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因江汉平原开发较

早，田土膏腆，丰富的物产资源，使得湖北传统手工业不仅素来发达，而且一向以技艺精堪著

称。

从大冶铜录山的矿井与炼炉，随州曾侯乙墓

的编钟，江陵楚墓中的丝织品和竹木漆器 ， 云梦

秦基中的铁鼎，江陵汉墓中的木船模型 ，到当 阳

玉泉寺的宋代铁塔、武当山的元代铜殿，以及绞

绢\绸缎等各色贡品，无不证明了湖北传统手工

业历史的悠久和璀珠。 明清时期，长期的闭关自

守和自给自足状态，使得湖北手工业的发展相对

用牵屏 、耗斗、牵筒牵纱 滞缓。 但随着商品交换与贸易的日趋活跃，汉
口 、沙市等商业市镇相继崛起，形成了行业众多 、

分布集中 、品种丰富、店坊结合的工商重镇。 以

行业命名的街、坊、里、弄相继出现，各式行业组

织，如行会、公所日见规模。 商业资本已普遍地

渗透到纺织、粮油加工、制茶、采掘与日用手工业

五大类生产部门之中 。 "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

水，西临两郡，旁达五省。 商贾靡至，百货山积，

贸易之巨区地。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 "①资

本主义萌芽由此稀疏地孕育萌生，当或无疑。
用运机和杭布板凳等生产工具杭布

第一节棉纺印染业

湖北具有丰富的纺织资源。 松滋、江陵、洪湖、天门等地出土的陶纺轮和京山县屈家岭

出土的彩陶纺轮，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精致丝织品，以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针织物"编

绪"都足以证明湖北纺织品生产历史的久远和辉煌。

① (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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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湖北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一、手工棉纺业

宋末元初以后，随着植棉的逐渐普及和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使手工棉纺织逐步取代葛、

麻、丝织品生产，成为湖北农户重要的家庭副业和传统手工业的主体。 德安府应城县"男女

恒纺木棉花，为粗布，贸之四方，以聊生耳。 "①时至清代，随着农产商品化的发展，农村手工

业品也日益商品化。 许多原来主要是为自己需要的生产，开

始变为主要为市场需要而生产，传统手工业亦由家庭手工业

向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发展。 由于棉布己逐步成为国

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商品，因而手工棉纺织业成为湖北社

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 黄冈

一带"足迹所经，无不宜棉之土，无不衣棉之人。 "②俗有"一

进十八栋，栋口十八家，家家十八个，个个纺棉纱"之说。 "随

地户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 随民恃此为生

计。 "③"今全省惟鹤峰志言地不出棉，人弗知织布，皆购自荆

潭，余并通产。 "④可见湖北手工棉纺业发展之普遍。

二、荆庄大布

手工纺纱

在手工棉纺织业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湖北省内形

成了许多以手工织布而著称的地区，推出了荆庄大布

等一批颇有市场知名度的产品。 荆庄大布又名"沙市

筒子布是为昔日荆沙地区三大传统名产之一。 主要

产区集中在荆门、江陵一带，因最早以荆沙为集散市

场，货以庄名，故称"荆庄大布。"清朝中叶为其鼎盛时

期，最多时每年输出达三、四百万足，畅销于鄂、豫、陕、

甘、晋、赣、皖 、湘 、川 、黔、滇 、藏、粤、桂等省几达于缅

甸之境。 "⑤荆庄大布有大布、小布两种规格。 大布长

手工织布机 3.3 丈，宽 1. 2 尺;小布长 2. 8 丈 ， 宽 0.9 尺。 分为本

色、蓝、青 、灰四色。 因该布质优价廉，工艺考究，具有细紧、平匀、耐穿等特点，广泛被用作被

面、卧单 、长袍、马褂、单衣裤，以及靴、帽的面料。

作为手工织布中的精品，荆庄大布的生产过程具有许多独到的技术特点，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首先在原料的选用方面，其用棉要求洁白而少含杂质，纺出之纱必须细而均匀，并无破

籽 ;织出的坯布要求平整紧密，凡不符合上述质量要求，织户得另找销路。 在染色这一工艺

① (明)万历《湖广总志þ ，卷 35 ，风俗 。

② (清)乾隆《黄冈县志礼物产。

③ (清)同治《随外|志þ ，物产 。

④ 民国《湖北通志þ ，卷 24 ，物产 。

⑤ 《湖北商务报þ ，第 26 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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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大的工序中，采用本地所出产的天然染料和她特的世染工ι ，问纯j立:{-j马踹碾上光，

保证了所产棉布包牢难撮，光影夺日，有"缎子"之称。随着印染技术的提高，在本色、m 、

青、灰四色外，又增加了双印花、单印花以及苏月、大红、金黄等多色布类。在后带理阶段喃踩

辑工序分为"净棍"和"毛棍"两种。前者系直接上胶，踩工用 600 - 800 斤重的青石"大宝"

分段碾压而成;后者则不上胶，且一次将整在布匹踩成。经过此种精湛的踩瑕技艺加工整

理，使得布匹更加平整紧密。最后在外包族 t贴金镶边，在印有影色肉串j; 的生、j 包上，用红蝶

结找捆扎三道，十分醒目。 这种从用棉、纺织、印染到力u 日整理各个流程的严格质量主要5j之

及其"绝俗"的工艺，使得刑庄大布得以长期畅销不哀。

其次是生产规模颇为可观。湖北是:古代国内主要的产棉地区之一，江汉平原更是省内

主要的棉花集中产区。"荆州士布，取枝江之棉，荆州绸缎，取问恪之茧，生人热 tH ……畅销

有名。"①"故川客贺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⑥良好的产品信誉，加 L对) 11 、黔、豫、陕等

省广大销售市场的大那输出，保证了刑庄大布得以长期保持着颇为可圳的生产规楼。山

织布机戚本较高，操作且有…难度，购尚能较多资金，因而不是每个农户都能购置。随

着晚清末年荆Jì大布的大宗输出，专门从事织布的机房大批应运而生。如荆门搭布的，全村

以织布为业.周围四乡织户均未此用棉纱搭布，故名"搭布店"。荆庄大布的主要机房，集中

在江陵的海子湖，JL店，荆门的抬回桥、十里铺和后港等地，其中又以后港织染业的发展最为

典型。道光末年，诙地布商字号和染坊从 10 余家猛增至目余家，在日港码头岸边江有仁

家布商字号的石碑，简称"百字碑"。在这之中，大商号一般分设;而l'店、染功，雇工200 -300 

人左右;小商号则多为前店后坊，旺季f时用工 10 叫 20 人;较大的班坊鹿员亦达 200 人之三名 c

布商无论大小，其坯布皆为零号楼收购 O 每日;大小布商派到码头，专事:招揽外来行商布容‘俗

称"站口子"的就有百余人之多 c 后港最大的什i 号是由江西商人陶东山创办的"陶万盛"

该号店、坊分设，雇工 320 余人，流动资金折合 30 余万银元。经过该地印染加工，弗Hf.大布

按」匹一包，20 匹叶捆，80 斤一件成批远山，每次下问装船均在 1000 件以仁。

五、其他二t布品种

除刑大布外，武冉、江厦、汉阳、黄阪、学感、黄州、天门等地，各乡所织土布，其品种名

称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是省内外市场颇负盛名的产品。如黄阪所产、前'布、潜布、横 llJ 布、嘴

布。汉阳产柏泉布、马鞍布、汉阳布。武昌产葛仙布、丰布。黄州产景庄布(新洲、麻城、黄

冈、黄安、宋埠等地所产土布之总称)。孝感产改机有î ( IH称全IJl布，却l 以改良后称改机) 0 

仁1 布、千i嘴布。天门产岳川布。此外，尚{j"íH .ì旦有i 、招贤布、来苏布、麻布、长头布

。"问涝布广东安做商人，多收买之，最庄布多 liíJ 式陶、贵州|、江四、南京，阳;逻布多 rí'J

徽、芜湖、大通地方，葛仙、政机网布，其销路同|归~布，内时时多输向Mr韩、L1 1四、陕网、四川、

汉中地方。"③

随着晚清年问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逐步扩大，棉布在商品流通市场上的地位

① 《火中华湖北地理在、》。

(消)乾|珍《江陇县志~，卷 22 ，物产。

③ 《东四商报~1900 年，商 6 ，第 9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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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显重要。农户用于纺织的劳动时间因而越来越多，从而使得这种生产形式中商品生产的

因素不断增长，井大多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销场。孝J惑棉布由"四贸所收"。应城棉布"四时

舟车负贩不绝"。戚宁大布行销广东，监利土布"主销西南"等。伴随着传统手工业从家庭

子工业向于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演变的历史进程不断加快，专业织户人数在全省各地都

有明鼎的增加。德安府属各县皆"以纺织为生"①。应城县"多恃女织任，资给八口。"无

产业者"更藉此为生计。"②即使在地处偏远的施南府各村市皆有机坊，机工织之。"③地

处产布之区的黄冈迦龙11J则更成为远近闻名的"布业之乡"。时王三晚清，汉阳、汉口一带

集中了许多纺织作坊，雇佣了大批织工。汉阳"郡城内外织坊犹近百家，工作但一三千

人"。④

第二节粮油加工业

非良食是较早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粮食商品率是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

证，它直接反映着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乾嘉盛世，随着湖北市镇人口的增加利工商业

的巡步发展，粮食商品率不断有所提高，形成了…批粮食初级市场。在此基础 I二出现的粮油

加工业，主婴集中在汉口、艺lp市、黯樊等城镇，以及老河口、枣阳、随县等粮油集中产旺。其中

汉口作为两湖、四川外远米谷汇聚分销之所，粮食贸易和粮食加工业异常兴盛。"楚J~汉口

→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目艺

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所幸地当孔道，云、贵、JII 、陕、粤四、湖南，处处

相通。本省湖河，帆梢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度。是以朝朵夕炊，>无致坐困。"⑤油布于武汉

王慎的近千家米铺，大多前店后广，依其经营范围和碾米能力，大致分为J二、中、下户 O 上['1

圆腾碾捕，中J~l则设有打磨蹦坊，下户多系乾米坊。日均加工米谷 5 - 8 

…、面粉加工业

湖北是南方各省中种植小麦最多的地区之…，很早就有关于靡坊的记载，尤其在大中城

镇和鄂两北各地比较发达。至u鸦片战争前后，武汉、樊城等地的磨功，绝大多数已发展为作

坊形式的畜力磨坊。此种磨坊规模大小不等，小者有→、工副石磨，牲口一、二头，罗柜一白，

叫，般不雇佣工人，而是以家庭自然分工担负各项工作:男人作为主要的生产者，掌管着全面

，既当经理，又;展采购，还要兼任营业员;女人也要参加生产，多半是1fl任门市悄僻，家中

的老人小孩则放牧牲口成担负其他活计。每副石磨，每日叮加工小麦 3 斗左右，大多是供

自己做油条、大饼、馒头或糕点之用，多余部分才在门市零售。较大的靡坊则至少有两副以

上的大石磨和附头以上的大牲口，基本都雇佣工人，并招收有学徒。有的磨坊雇工达十数人

① (消)光绪《德安府志~ ，物产。

(消)光绪《成城县志礼物产。

③ (清)泪光《施南府志>> ，卷 10 ，第 4 页。

④ 民国《湖北通志~，卷 24 ，食货志。

⑤ (消H豆豆朝经世文编~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乾隆十年。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