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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人民的优E辽传统。地方志，它详尽

的记载了一个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各种史料，历来被j÷为书富

多采，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

《平阴县金融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用新观点，新

方法，新体制，新内容，编纂一部新型的地方志，以达到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总结历史经验，指导今后工作，更好的

服务于祖国“四化"建设的目的。

建国以来，党中央就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特}；Ⅱ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盘对修志工作义重

新作了重要部署和安排。

据此，平阴县人比政府于一九／k-年三月成立了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布署，平阴县工、农、

建三行，保险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联合召开

会议，研究编纂金融志的有关事宜。组成以工商银行行长史

庆兰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并抽调和鹏诮专人组成编写

组。在县委，县府和县志办公室的领导关怀下， ((平阴县金

融志))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旬

起，经过学习文件，外地取经，座谈访问，查阅档案资料等

一系列紧张工作，收集资料一百余万字，在此基础上，义经

过整理筋选，排比考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钍l玖：j：f1：，

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平阴县金融志))初步脱稿，计正志十万

余字。

编写专业志，是一项新工律，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考



证尤为不男，加之我们写作水平低，专业知识少，缺乏编志

经验。因此，在体例，篇目结钩，资抖选j}I和文字结构等方

碡f，遣淡，不专之处，在所难免，尚型老领导，老同志襁有

识之上，予以指正。

在本忐编写过程中，承蒙省，县档案部门，图书部门，

社会名流，以及下、农、建、保有关睃室资料的管理人员等

的大力j办助R1支持。在此，～并表为：衷心感谢。 ．



凡

一、指导．B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l：义和历史u位物t义观点，融实事求是，存真

求实为基本要求进行编黎，使之成为新型的“～于全书弦，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7资料性，知识性的统一，具有教育意

义和适用价值，吼通应现代化建设的多方面的需要。

二，编志原咂q。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凡涉及全局性

重大历史问题和3#件， 按《决议》口径编写。坚持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翡重汜述近代，现代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体观当地自然和社会发腥的全貌砭客观规律性，坚持实

书直叙fj，j原则。编者观点寓于j弘实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

一般不加评论。

三，篇日。本志设篇布局坚持矗事以类分”，“横排竖

写’’，采用章、节、目三层结构，部分文后设表格。全志正

文分立概述，机掏，业务，干部管理等十章，三十七节。

四、断限。本志上限通顶，技矗详今略古"，“以类系

时"的原则追溯上限，下眼至I 9 8 5年。

五，体拔。本志采用记，志、传，表等综合体裁，以志

为主体。

六’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文风严谨，

朴实、简明，通俗。

七，你调。本志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各级政府，官职

等，均以、j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必要时用括号注明公

元，今地名等。



八，数字。本志内的统计性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使用

三位撤)，习惯用语中的数字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及数字专

门名称用汉字表示。

九、资料来源。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县fi档案资料，也

有一部分是通过面访，信访，社会调查搜集的活资料。注明

出处，以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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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阴县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

及编志人员名单

组 长 史庆兰

副组长 杨盛掌 徐鸣明 于占奎

张传太

主 审 史庆兰

副主审 赵士恭 张栋学 艾兆凯

曲宗武

主编 张传太

副主编 ．赵耀辉 张守祥

审 修 王俊士 张静修

校订 王俊士 赵耀辉

审 定 平阴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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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典当 钱庄

第一节 典 当 ，

始于南北朝，封建社会的信甩行业．唐你质，质库I宋

称典，典库，解当铺，当铺等十多种。《大明律》规定，

。凡私放款债及舆财务，每月收利并不得过三分，年目虽

多，不过一本一利。“清朝当铺税每年银五两，存放款息称

。生息银力。1 8 4 0年(道光二十年)至l 9 0 9年(宣

统元年)，境内有当铺两家，小押当一家。

一当 铺

清末民初，平阴有当铺两座，～座设于老县城大隅首北

街路西’一座设于东阿镇西城当铺前街。

东阿镇口天成典"当铺，始子明代洪武八年(公元l 3

7 5年)，由离唐县人郝毓度开创，清末民初由郝明兴办

理，山西商吴庆长，卞生芝经营。清光绪年间事业最盛。占

地二十余亩，内分五处院落。即。店铺，客厅，库楼， 公

馆，更房。

当时柜台窗口居高临下，门椐龋额书有“裕圜便民，，四

个大字。入当者，高举当物，递上窗口内柜。朝奉(店员)看

过定饯数，如一件虎皮长袍，你要十两银子，他绗你五两，

认为可以便接进去。对写帐先生报上货钇，锨价，登记流水

帐，编号，送库，依次办好。当户接过三!j票吞时，除去印刷

文字认识外，其他毛笔书2j的大都币认识。因为当票上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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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称，都足用?!，铺行业中的特殊文字，叫做“当字刀书写

的．

当铺实质上是以物晶作抵押，7放高利贷以取利的行业．．

其利钱：明代：勺二分，清代为二分五厘，民国为三分。一律

皮沃当十块银元，过去五个月去赎，要付一元五角利息。入

当玛l限一般可分半年至一年，最长不超过三十个月，到期不

取鼎象f寸息，三次醒票，就成死当，匀帐了结。当铺把当死

的物品，作价拍买。

入j’§者多是穷苦百姓，也有当地财主遇有特殊困难，

拿金锶子饰，皮货，绸缎入当的’也有故意把好皮袄当了，

叫、与铺夏足保管的。II『是当捕恐协出纠纷，好皮袄也写“光

板无毛"。

当链屡有．I二紊劣冲，地痞赌棍讹诈勒索。清光绪年问，

有鼻四{}：7”劣j；i‘，以纸扎的“霖牛头"，入当，诈去银五十

两．有地病赌棍卢德山赌搏无钱，酒后前去当刀，要去银元五

牧，待栩奉急去官府告发时，卢在东阿大桥上，持刀等待，

威胁“朝奉’’退【田。民固幼年有盗者入院，更夫搏斗砍下头

颅，经政府判案，除叫当铺花钱缝上人头外，发丧费用全

由当铺承担，当镝曾多次要求歇业，旧政府不准。中间几经

兴衰，民国十七年(公元1 9 2 8年)。由于军阀混战，被

迫停业。

二小押当

清未民初，在旧县村有小押M{一处。当额五元以上的月

息二分至三分。代当的依物这交东阿天成典口大当铺劳，不
久倒闭。



第二节镊号钱庀

始千明枣H，l 7 3 1年(清雅正九年)‘钱f芭始发行银

票，汇溟。l 9 O 8年(光结三十四年)颁发Ⅸ银行统行她

倒》后，线成盛行。从l 9 0 9年(宣统元年)至1 9 3 8

年(民国二十七年)，县城有二十三家，东阿镇有t正通银

号，集成银号，农工锻号，天成钱号等八家。孝直镇有德兴

银号，孔村衡有永聚成放帐局。 、

境内钱庄(锻号>，分合资、独资两类，还有为教会存

放外款的，如同兴隆为南关教会存款，由何宗岱(号三爷)

负责提存。j|升祥为胡庄天主教堂存放外款，由走衙门结交

宦府的胡连恃(号二爷)管理存取。日升祥成了胡二爷的驻

城办事处。 一，’

锻钱业分。银号，放帐局，钱桌子三等。银号， 印钱

票，贩卖银元，兼营放款。放帐局经营放款，存款、抵押保

帐，钱．枭子，倒弄钱色，代收代付汇兑等。l 9 2 7年(民

国十六年)’军阀混战，银号，钱号，放帐局相继倒闭。

’开业较早的东阿矗天城”钱号，是在清朝光绪年间，随

着商业的振兴，以“天成典’’当铺为基础开设的。座落在当

铺西衔，以高唐县的郝明兴(绰号郝小鬼)当掌柜，以放镜

为业。放款利率，分印期，远期两类。借款必须找铺保，连

环屎。民国十年(公元l 9 2 1年>灾害严重，春荒时节，

官府催迢“田赋弦，又放。印子钱"，“集宅钱"，“九借

十三归”， “驴打滚’，、“里加～矽， “外加一”，等等高

利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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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钱 市 ，’

1 9 4 2年间，栾懑集上有钱市，逢到集日，四外八乡

银号主人，先是用毛驴驮着，后是用脚踏车带蓿，把各色各

样的钱票摆开营业。其中有，。抗钞，中央票，日伪票，

银钱票，字号票，四乡票，当时到钱市兑换者人来人往．

一是当地百姓在买卖粮棉，牲畜，猪羊时用到外地钱票当地

花不出去．二是商家铺户需到县城或济南买卖货物，必须以

抗钞或乡票兑换日伪币。到大峰山抗日根据地买原料必须兑

换抗钞。本地纠外地去交易，又必须以本地票兑换外地票等

等。大都通过协商，聃给一定数量的钱色。如当地小本经营

张传德在经营中用到杂阿窑头油坊乡票二十吊，当地花不出

去，到出票地点玉花，路途又远，只好到钱市去兑换。经与

东阿来赶集的银号协商。用～吊加五兑换本地字号票。裕盛

源酒店主人安兆新，到大峰山买粮食，又以日伪币兑换鲁西

票，用十二元兑换十元。抗日根据地交易员朱品曼，马文奎

等人到县城买煤炭医药，又以抗钞兑换日伪币，贴色魁反之

交易十分兴隆。在兑换过程中多数是加色一至二成，有的加

到三至四成。主要是根据路途远近稻字号信誉而定。银号营

业者(银鬼子)按照集日，东阿，孝直，孔村，复沟轮番赶

集兑换，从巾取得和润。同时还办理买卖牲畜中的交易往

来，汇兑中的代收代付。

第四节宣利贷

银号，放帐局，钱桌子和部分土豪劣种放款，放粮的形

式很多。主要订：

72



印子钱借+元钱，放债人先扣鞋袜费一元。实借九

元。分六十天还清。每次还款，都在借帖上加盖一个印，誓。

如果交不上息，本利合在一起再行息，连续十次不能偿还本

息者要指地作保，或变卖房地产偿还。

折予钱是银弓同行业之间孝¨互借贷的--jpp短期借款。

期限两天的称“双天折"逾期不归，终双方同意转期两天的

嚣“转帐折"，为期一天的你“单天折”。

九借十三归每借一元，借款人只得九角。月息三分，’

十个月到期归还，本利一元三角。

月空钱上月借十元，先扣二元，给八元，到』J归还十

元下月还不上，加息二元。 ．

集空钱上集借十元，先j日一元，给九元，下识劁(五

天)归还十元，下集还不上加息一元，加入本金羁行息．

驴打滚 借款以一个月为期，利息四分至五分，到期不

归，利息加倍，按八分至十分计算，利上加利，越滚越多，

如驴翻身打滚。

里加一借十元给九元，按十元行息。

外加一借十元，加一元，按十一元{一，息。

当时黎民百姓的法语是， “穷人身上二=i把／j，租子承，

利钱高，逃荒，要饭，坐监2{：·．

第三章 中国人民银行平阴县支行

第一节机构沿萃

～建圃前锹行机构

1 9 4 5年9月，冀}{=i银行平阴代办处没在工商俺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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