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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阳副食志》编纂工作，始于1986年4月，

：迄1988年lo月，历时两年半。现终于成书，呈于大

家。

南阳历史悠久，副食业起源较早。其发端可追

溯到殷商时期，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今纂副

食志，实乃亘古未有之事。

《南阳副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政

治经济学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异

略同、详本略末、详实略虚的原则，对本司所属

酒、糖、盐、吃、住、理、洗、照、菜(即：酒业、

糖业、盐业、饮食业、旅店业、理发业、浴池业、

照相业、蔬菜业，下同)九个行业分门别类，追

本溯源．记载历史，反映现实，力图使本志成为一

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丛书。 以达“存

史”、 “资治”之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重农抑商”及“商不入



志”等传统认识所致，历史上对本志所牵涉的资料一

记述甚少。特别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吃、

住、理、洗"等业被视为口下九流”，其经营活动

的文字记载更是微乎其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南阳商业有了大的

发展。然本司机构几经分合，变动频繁，资料遗失

严重。这就给志书编纂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部

分史实只好录用“口碑"资料。但凡本志所用资料

均翔实可靠，准确无误，查有所证。

本志以编年体为主，以记事本末体为辅。围绕

一个“专”字，突出一个“志”宇。重点记述了副

食品行业经营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对机构演变

等状况也作了简要交待。

在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单

位的积极支持，以及熟悉本行业务的专家和老前辈

的多方指教。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资料匮乏，时间紧迫，加之编者水平所

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斧正。

南阳地区副食品公司

经理刘太辛



，凡 例

_、时限

本志述事时间，上限大致以各行业发端之时记

述，下迄一律止于1985年。

二、体裁 ．

全志采用述、记、志、录四体。 -

①述：本志开篇设概述，勾勒本司所属各业发

展演变全貌。
‘

②记：本志立大事记o，以时为序，将副食业的

大事、首事、要事简述其中。

③志：本志以“专”为本，真实反映副食业经

营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

④录：本志在部分章节设附录，以说明情况，

记载资料。
’

三、结构

本志以编年体为主，以记事本末体为辅。采用

横分纵写，纵横结合的结构形武，按酒，糖、盐、

饮食服务、蔬菜五大行业为主体设章立节。全志共．

六章十三节。·‘



四、资料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市)档案馆

及省、地，县(市)公司，也有少部分属搿口碑”

资料。对档案资料，本志一般未注明出处，仅对少

数引文作以简要注释。

五、机构

机构以1985年底设置状况为准。历史状况在附

录中反映。划出单位，不予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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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阳副食志》述及酒、糖、盐、吃、住。

理、洗、照、莱九个行业。

南阳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商业起源较早。作‘

为与人民生活息患相关的副食品业是商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随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随商品交换

的发展而发展。迄今为止，已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了。 ．．

“民以食为天”。早在殷商时期，在奴隶主的

领地和诸侯国的都邑中，即出现了一些为买卖之人

进行商品交换的集中场所——“市”和“肆”。为

了解决这些买卖人的吃饭问题，南阳饮食业便应运

而生了。另据考证，那时，南阳已有一定规模的菜·

圃，这就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饮

食业的产生，酒业亦开始出现，1959年在南阳市郊

区十里庙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殷商时期的

“觚”， “肆”， 靠爵’’等陶制、铜制饮酒器具，

说明其时南阳人已饮酒成俗。 ’
’

春秋时期，宛属秦地，为冶铁中心，其集市繁



‘华。秦统一六国后，宛为三十六郡之一。富商大贾

随迁于宛。为各业的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代，国内统一，社会安定。其时，南阳郡辖

．36县，人口聚居达lo万人之多。与长安、洛

阳、成都等地齐名，为六大都会之一，号称“南

都”。实行“好农而重民，加以商贾斗政策，故呈

现出百业俱兴的局面。酒业、饮食业得到了相应发

展。‘时区内广设饭馆酒家，以待行人。蔬菜业亦有

一定的发展。张衡所著《南都赋》中即有“蓼蕺襄

荷，薯蔗姜孀菥萁芋瓜”的记载，是南阳蔬菜品种

发展的真实写照。此时，南阳开始设立一些官办的

应官方传递公文的使者及应试书生留宿的“驿”、

“铺”等，这就是南阳早期的旅店业。 ．

元朝，区内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以舅刮

’面”、 “盘发”为生的人，它是南阳理发业之雏

形。当时服务面窄狭，其对象大都为官宦富家之

人，理发匠人多登门服务。

明时，南阳为藩封重地。王府之内，名厨荟

萃，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当时， 甜四大名观”之

一的．“玄妙观”之荤形素菜驰名全国，有50种之

多。《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中，言及搿今宛属酒

．尤以方城、赊旗镇著名”；内乡所制葡萄酒。不亚



舶来品之大宛香"当时南阳酒质量之好，溢于言

表。

及至清代，副食品九个行业发端齐备，其发展

亦日臻完善。时赊镇(亦称赊店，今社旗县。下

同)属水旱码头，交通便利，为南阳经济之中心。

四方客商云集，牛马骡车塞道。饭店酒楼，风味小

吃，鳞次栉比，生意兴隆。清乾隆年间，镇内工商

行号424户，有搿大十行”、 “小十行”之分。酒

盐二业被列入“大十行”。 Ⅳ永禄美”、 “永隆

统”酒馆从山西杏花村请来师傅引进酿酒技术。所

酿“赊店汾酒”美名远扬，行销中外。同时，由于

淅Jil水路通道开辟，使古镇荆紫关成为宛西重要物

资集散地。湖、广、江j浙、秦等十余省客商在此

建立“八大会馆”，馆馆设饭店。吃、住二业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清康熙《南阳府志》有“驿铺之

设，所以待行人”的记载。时留客之所较多，尤以

社镇、荆紫关为最佳。其形式有“官办"与搿民

办”两种，大都为食宿兼营。1 845年，邓县首创

“老澡堂”，南阳浴池业由此而发端。1902年襄阳人

常占元在南阳市开办“魁记照像馆"，方。开南阳照

像业之先例。南阳素不产盐，清康熙《南阳府忘》

即有“食河东盐”’记载。其时盐业大都专卖，实行



“引岸”和“就场征税”制度。糖和盐一样，宛无

产地，所需食糖靠外地供给，由杂货业经营。清咸

丰年间，南阳只有几家店铺，同治到光绪时期，经

营该业者逐渐增加。

民国期间，酒业，南阳巨行大庄不多，酒肆啦
店不少，但时营时停，经营不甚稳固。糖业，，自清’

宣统初年到民国十五年闻，是南阳杂货业的发展时

期。1908年，武汉“泰大洋行一在南阳、赊镇分别开设‘

“泰古车糖公司”、 “庆成泰古白糖公司”。主要，

经营白糖等批发业务。月进糖量约为7．5万斤，基

本上垄断了全区白糖市场。抗日战争爆发后，1 939

年，武汉失陷，白糖公司随之倒闭。盐业，民国三

年，南阳、方城呈准开放，由河东销岸改为潞芦两

纲自由运销区，其他各县仍属潞纲专岸。1937年抗

日战争开始，引岸制度废除。由于产区盐场的相继沦

陷，区内销售食盐有甘、陕、淮、川、西北盐等多个

品种。饮食服务业，民国初期，南阳地区因逄大旱

之灾．粮价暴涨。该业因原料缺乏而一度萧条。辛

亥革命后，由于政局稍安呈复苏之状。民国十八年

复遭大旱，饮食业再度不振。直至1943年日军侵占

开封，民国省政府部分机关、学校、军队迁至南

阳，饮食业才得以较为迅速地发展。当时，区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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