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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分志在局党总支的重视和支持下，组织了以黄槐荣同志为主的，并配备了有一

定写作能力的青年职工周新葵同志参加的编纂小组，同时还请熟悉公司情况的金茂礼同

志，张兰英同志分别编写贸易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简况，寸永强同志编写商车队简况，

蒋志清同志编写糕点厂，五交化公司，煤建公司简况．

编纂小组组成和接受任务后，认识到盛世修志是一项光荣的、艰巨的工作．腾冲县

在历史上曾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通道，从明，清两朝到民国时期，腾冲商业在沟通中

国和缅甸、印度及内地的物资交流上，是不断发展繁盛的，解放后在“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秒的方针指导下，商业工作在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及稳定市场物价方

面成绩是显著的．前辈人在发展经济，开拓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了丰富的史料，需要我们

去发掘、翔实地把它编写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借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搞过这

项工作，但我们信心十足地，本着认真学习，主动争取县志办的帮助，和依靠熟悉情况

的群众来开展工作．

第一步我们抢时间搜集活人资料一我们排出最熟悉商业情况的人，对他们进行采

访，他们是： ，

，

’

杨大宪杨大伟蔡沾春杜茂兴李子馨邵富卿杨仙芝龚子俊邵丽泉

熊正德王辅元赵子藩李应红张振纪 朱崇高何袒兴刘明德 张相舒

康式廉杨天才董根荣 马仲超许可顺杨兰钦孙寅杨名庆张发源

王自成赵景光何瑞华 马铮 樊根锁 陈德兴蔺斯国丁自昌 张恩福

李应成朱朝龙 陈炳旺董廷辉许仁兰刘文章庄品仙卢汉兴李春达

王予辰明景颐，邵熙禾杨作廷段日盛杨志经蔡有茂蔡有盛董兆兰

明景星张亲仁蔡子高 杨名远李和仁金维邦王昭明 董学圣朱克家

黄志超张宗炳谢绍钦胡秉信

第二步是查阅档案和阅读有关资料，我们向县档案馆借阅档案七十卷，查阅本局档

案和各公司档案二百余卷，同时阅读永昌府文徵、商业组织与管理文件汇编、私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海经

济，云南简史、保山地区、德宏自治州商业历史资料、刘楚湘先生写的县志草稿中的商

业部份，约数百万字，并摘抄有关资料四十万字左右．

为了纪事翔实，我们还到来风山察看了金绍和先生的碑文，到滴山察看了洪盛祥创始

人董绍洪先生的碑文及其家谱，还到蔡有盛家观察了腾冲风味食品“火烧猪，，的取料、

配料，烧烤，拿火候的全过程．之外，我们还发函向驻昆明的腾冲老乡征稿．

第三步进入编写时，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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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过去，放眼未来，在资料方面，占有比较齐全的先写，编写时从穷而后工出发，写好

一个专题、几次反复修改，重大政策以文件汇编为主，残缺资料必需经二人以上验证。初

稿雏型拿出来后，再向熟悉情况者征询意见，多次反复，多次验证。历时一年，初稿定

型，共五篇，四十一个小专题，约11万字。经局长办公会审查后，同意上报县志办。

商业分志，上溯辛亥，下截1983年底，年长事广，且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疏

漏差错之处，敬希知者指正自j

2

腾冲县商业局商业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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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述

商业是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商品的产生、发展而存在的．腾冲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东通保山、南与龙陵相望，东北与泸水相连，西南与梁河、盈江相邻，西北两面与缅甸

接壤，国境线长达151．28公里．据历史记载，远在汉代，祖国内地商人就开辟了一条取

道四川西昌，渡大金沙江经大理、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黟，唐

时，随着使节通好和宗教文化的交流，中缅贸易，商旅往来逐渐增多．明，元，清三代

更有新的发展。1829年由缅甸输入的棉花巳达1240万磅，合6350吨．至1894年中英两国

签订了滇缅界务、商务条约，贸易往来更为发展．腾冲往缅甸的大小通道有二十七条，

其中。主要两条是腾冲至密支那，腾冲至八莫．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构成了它是

祖国的边陲重镇，云南省边疆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

商业的职能是组织商品流通．解放前，腾冲的商业比较发达，其主要原因除了地缘

上与缅甸毗连外，由于腾冲的农业生产只种大春稻谷一季，因此副食品的一些主要原

料。面粉，’油脂、糖等均仰赖外县供给．在年景不正常的情况下，连大米也要从梁河，

盈江，甚至从缅甸输入一部分。农业生产的单一t一是促成了秋收后大量农业人口外流边

疆和缅甸，二是半农半商的户数较多．另一方面，早在明、清时期，来腾冲的军，政人

员也把内地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如。陶瓷、竹编、纺织、制鞋、造纸等工艺带到腾冲

来．因此，手工业行业多，品种多，商品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如：麻线、铁锅，白

纸、土陶、干饵丝，花毡，火炮、斗笠等早就输往缅甸．有常年侨居缅甸经商的，季节

性往缅甸经商的，县城，农村主要集镇除了坐商外，还有大量的小商贩及半农半商．解

放前，最多达到3245户，22个行业，资本约80万元(1949年)，客观上的这些因素，促

成了腾冲商业发达，从事商业的人员较多，腾冲市场远在清朝中期就比较活跃，民国以

来更为繁盛，它既是内外贸易的通道也是物资吞吐转运的枢纽。滇缅公路未通车以前是

滇西进出口贸易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据海关统计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十八年

(1929年)经腾冲海关出口的商品占云南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13．5％，进口额占进口总

额的17％，入超额占入超总额的23％．
’

解放前，腾冲又集中了大量的工商金融企业，为贸易活动和各种经济协作提供了客

观条件，因而形成了它是这一地区(保山，德宏)贸易集散的中心，生产协作，技术交

流的中心，信息情报的中心，经济活动中心．

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解放前，个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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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手工业作坊遍及城乡，如明光的麻线有二千户，界头的小白纸，土纸六百多户，

自石的草席二百多户，滇滩，碗窑、古永的铁锅三户，碗窑的土陶瓷二百多户，猛连，

朱星街，恫山为主的织土布达八千户以上，松园的毛织、云华的毛毡一百多户，观音塘

的大白纸一百多户，大宽邑的棕盖、棕衣几十户，小西、打苴的斗笠几千户，还有城区

的玉石作坊，制鞋、打铁，打铜等等，这许多手工业的产品，除了满足本县城乡人民需

要外还有一部分远销到镇康_保山、昌宁、施甸，龙陵、德宏州各县，及缅甸之外，腾

冲是鸦片的生产和集散地，每年约三十万斤大烟集中，三分之二又输往内地及缅甸，还

有每年从缅甸进口的棉花年均1．2万驮、棉纱年均1．5一一2万件，棉布5一～8千驮，

干咸鱼2一一3干驮，从内地运往缅甸的黄丝，年均5千驮，石磺年均1．5万驮，其它

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近万驮，均以腾冲为转运地，商品流通需要大量的骡马，黄牛载

运，因而大牲畜也相应地发展，由于商品流通不断扩大，解放前，农村初级市场就有四 。

十七个，每隔五天赶街一次。

解放前的商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经营商业是为了谋利，因此，不 ．

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距大，而且外货充沛市场，外币流通市场，造成了腾冲商业的依
。

附性、欺骗性、投机性、冒险性。

解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商业，我县商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三年经济

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经历了反走私、严禁外货入口，整顿市场，平抑

物价，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扭转了旧社会遗留给腾冲半殖民地市场的形状，在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商品流通领域存在着五种商业：国营商业、．

合作商业、资本主义商业、个体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国营和供销合作社是公有制

的社会主义商业，个体商贩和资本主义商业是私有制的私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商业是

改造形式这个时期党的政策是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从1950年4月
。

贸易公司开始建立到1952年底，盐业公司、油脂公司，粮食公司，供销社相继成立，

1953年又建立了专买公司、百货公司．这时期，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认真

执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制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

具体措施，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加上三年有计划的建设工作，我们已经在经济上

大大地巩固了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大大地削弱了和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特别是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

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对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使我们能够在较短

的时间内，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历史
’

证明，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 “

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是我们党，毛泽东同 一

志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商业机构合并，把原来的商业局，服务局、县联社、外贸

站进行“四合一黟，接着腾冲，梁河并县，梁河民贸公司也并入腾冲县商业局，在这个时

期，响应了中商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的“学天

桥赶天桥"的“六好"红旗竞赛活动，在商业企业实行“两参一改，，的制度，加强了企

业的民主管理，在商业储运部门开展了“六无"仓库和直线合理运输的增产节约运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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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商业部门也在1958年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和1959

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影响下提出了“大购大销，，、“生产什，

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错误口号，给国家造成307万元的经济损失J

由于追求。一大二公’’采取了“关停，并转，，， “一步登天"等措施，撤并了商业网

点，合并了合作店、合作组，关闭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使网点减少，渠道阻塞市场

死滞，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商业的发展．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的方针，

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奖售、换购政策，

稳定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十八类商品价格"实行购货券、定量，限量供应，开展高价

商品供应回笼货币，进行三清(清理资金，清理库存物资、清理在途商品)工作。1962

年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重申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

方针，对商业机构进行调整，国合分家，使社会主义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商业也是一场严重的破坏．横扫“四旧，，的运动猛烈的冲击

着商业和服务业，把印有古装仕女、神话，图案的商品统统列为“封、资、修"商品而停

止销售，把饮食服务业的许多方便群众的服务项目统统取消，搞自我服务，把许多传统

风味食品，小锅炒菜，一律改为大锅莱，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70年又不

适当地合并机构，将商业局，供销社合并为商业局，把多条流通渠道合并成一条，造成

渠道阻塞，市场呆滞，在管理上批判“利润挂帅弦，“物质刺激矽和p管，卡、压，，，

把一些行之有效地，必要的规章制度取消，给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带来严重的破

坏，亏损单位大面积出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商业工作上造成的危害是严重

的．

粉碎“四人帮劳后，社会主义商业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通过深入开展揭批

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群众运动，澄清了思想路线是非，逐步恢复和建立行之有效的

制度和办法．1977年12fJ按照商品流通渠道要畅通的要求，按照中商部的规定，国合商

业又分家，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精神，重申了“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强调了商业工作必须要坚持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

观点．李先念同志把商业工作比作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国民经济一时一刻也离不开

它，把商业工作提高到与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商业职工．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商业工作将沿

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流通和

少环节的开放的流通体系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整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

经济效益，提高企业职工素质等一系列打破“铁饭碗’’、“大锅饭黟克服平均主义的改

革工作，使绝大多数商业职工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在响应党中央在本世纪末，国民经

济翻两番，振兴中华的宏伟规划中，制定了腾冲县商业局关于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发展

规划I ／

一，商业纯购进l 1980年基数为806万元，到二十世纪末增加到2900万元，翻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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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平均每年增长8．65％．，

二，商业总销售。1980年基数为2954万元，到二十世纪末增加到7800万元，翻1．53

番，平均年增长7．65％．

三，商办工业。1980年商办工业产值为193万元，到二十世纪末计划为500万元．

．1983年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在竞争中发挥了

主体作用，实现了215万元利润的创纪录水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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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第一章解放前的商业状况

腾冲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积5693平方公里。北部与缅甸毗连，国境线全长151．28

公里，南部与德宏州、梁河，盈江接壤，内地东南接龙陵，东部与保山相接，东北部跨

过潞江可达怒江州的六库．由于同缅甸毗连，陆地来往追道有：腾密线(腾冲一一密支

那，全程350华里)，腾八线(腾冲一一八莫，全程420华里)，还有从瑞滇通过板瓦丫

口，从明光自治，从界头大塘，均可进入缅甸．但商品的运输主要是靠腾密线和腾八

线，其余三线仅是两国边民进行一般互市的通道．由于腾冲所处的地理位置，加上旧政

府的督办署，监督署、海关等都设在腾冲，而且德宏州各土司，他们不但受督办署、监

督署的管辖，有时还受腾冲县政府的节制．所以从地理和政治上构成了腾冲是边区的中

心．

，· 另外，腾冲手工业比较发达，产品历史悠久．如土陶瓷，观音塘白纸，明朝时候就

有．其它手工业产品，以1949年为界线，毛织业，烟丝业有100多年的历史，皮革，肥

皂、牛角制品有40多年历史，印刷业有30多年历史，镀镜业有20多年历史等等。值得一

提的是：我县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他很注重培养地方人材，辛亥革命胜利后，即选送

一些人到日本学习．如制革业段信之、赵增光，于民国初年学艺归来，在腾冲观音塘创

办了新兴制革厂一一三光制革公司，又如张南溟于1932年从仰光学习了火柴生产的全过

程回来，在腾冲合资创办了“腾冲火柴厂"．解放前，全县共有65个行业，城关区集中

有36个行业，其它各区都有．专供出口缅甸的商品有六区的麻线，松园的毛毡，小西的

斗笠、胡家湾的干饵丝，绮罗的干腌菜、腊腌菜，固东的土陶器、铁锅以及火炮，白

纸，锡薄等，大量运销到德宏州各县及保山、施甸、昌宁、龙陵、镇康等地的手工业产

品有土布、毛头套、糕饼，镜子，各种皮件，皮鞋、布鞋、火柴、火炮、斗笠，胶帽

等．另外，每年由缅甸进口的棉花，棉纱、布匹、玉石也以腾冲为集散地，再运往保

山，下关，昆明．尤其是珠宝，玉器，在腾冲加工后，再运销到滇西各县及昆明市。一

部份生料及价值较大的珠宝玉器，则运往广州，上海销售．所以在民国初年，腾冲的玉

石商张保，寸育，王锡、王少岳，徐有藩等十来户，都从经营珠宝玉器致富。他们在上

海，广州销售玉器后，又从那里采购了布匹、百货来腾销售．，

解放前，农业生产只搞大春一季，秋收以后，大量的劳动力(泥木工匠、肩挑小

贩)都流向梁河，盈江，陇川，莲山及缅甸的老银厂、玉石厂，所以有句俗话：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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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各找方向一．这些人到德宏州或到缅甸，有的当工匠，有的挖矿，有的来回运销

商品，到来年清明节又都返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流动人口，以城区、城郊区，固

东、中和、荷花较多，全年约有4一一5000人。按正常计算，平均每人所换取的外汇在

120一一150盾，合计约45万----50万盾六比。

由于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到缅甸，加上常年驻在国外经商的华侨和到上海、广州

等地出售玉器珠宝的工商界中有识之士，他们除进行商品运销外，还认真吸取了外地的

一些先进经验和技术来发展和开拓自己的事业，并做一些有益于乡里的事情。 ，，

第一、引进外来先进技术设备：1930年后，王绍武先生从香港购买了卷烟机来腾创

办了“名扬烟草公司矽，董信成先生买来了铁织布机，开办了织布厂．

第二、到外地、外国学习先进技术。1932年，张南溟先生到仰光学习火柴生产全过

程技术归来，合资开办了“腾冲火柴厂黟，郭少程在仰光学习镶牙归来开办了镶牙

所． ．

第兰、大力为本国产品找销路。洪盛祥，董跃廷先生到印度推销石磺，不惜花重金

聘请外国化学工程师，将石磺的性能、用途向印度人介绍，推广使用直至打开销路．

第四，坚持出口商品的质量，讲究商业交往中的信誉：如长期经营斗笠、花毡，白

纸、干饵丝出口生意的文瑞记商号，一贯坚持对所经营出口商品采取从价格上略高于市

价1一一2％的办法来保证质量、规格，．并严格验收，商号之间汇款往来、赊销预付均

书写字据为凭，恪守信用．

5，注意培养人才，捐资办学校，办图书嘻：1932年，从上海贸易归来出任商会主

席的黄九如先生捐资办城立两等学校，并任校董数年．同时，在商会内开办英语专科班

二期，聘请外国人及海关师爷教授，钏文辉先生捐资开办了文辉女中一所．四四

年，．腾冲收复后，李根源倡议，商会及各大商号协力又开办了“大同职业学校”之后改

为“商校，，，为地方培养了人才。还有张木欣先生在1930年后，独自出钱开办了“木欣

图书馆，，，1925年后，王绍武先生在腾冲开办了“商务印书馆腾冲代理处"，出售教科

书及科学书籍。 ．

由于腾冲市场的活跃，工商业的发展，招引了县外，省外的工商业户来腾．如1918

年“英美烟草公司"(外国资本)就委托腾商蔡定昌在腾冲开设了烟草代销处，出售

口黄雀"“金花”“多福’’牌香烟，到1920年“南洋烟草公司"(民族资本)也委托杜

星垣家在腾冲设立了代理处，推销“双玉黟“美女，，牌香烟。 “英美烟草公司"每月运

来腾冲的香烟20一一30驮，其推销办法是以城市为中心，‘雇用一部份推销员下乡推销，

并发给每个推销员带有标志的工作服一套。还采取1、香烟中有奖券，2、装璜美观，

每盒烟都有比较精致的三国、水浒的人物像，花卉动物像的画帖，3、五十个金花烟

盒，二十五个多福烟盒可以换一面小镜子或一把小剪刀．·由于它实行这一套推销办法，

“南洋烟草公司厅无力与之竞争，到1926年，其代理处宣告撤销．‘ ．、

由于腾冲地理上的位置，形成了边区的政治中心，加上有品种繁多的手工行业产

品，较大的花纱布匹进出口行业，珠宝玉器、鸦片的集散地以及每年一定数量的外

汇．这几根经济支柱，使腾冲形成了滇西重要而繁华的商埠．腾冲沦陷前，商品运输全

靠骡马、黄牛．常年在腾八，腾密线，腾保线上承担运输的骡马在万匹以上，货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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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牛也出动．1945年中印公路曾一度通车，给腾冲商业带来了短暂的刺激．国民党

．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云南省的地方银行，富滇银行，如“兴

文银行一“矿业银行’’“实业银行，，“侨民银公司一都接踵而来，在腾冲建立分支机

构。腾冲县银行也在此建立，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日本侵略军在全缅甸彻底垮台，接着

口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印公路存在的价值减小了，大批商品的运输则改道滇缅

-公路。因而，腾冲的一些大商号也随之内迁外移，腾冲市场仍保持着本县及德宏州各县

物资的供应集散，但不再象沦陷前那样的繁荣．

解放前，腾冲商业的情况，分三个时期来说明。191l一一1942年5月全盛时期，42

年5月一一44年9月腾冲沦陷，停滞时期，44年9月一一49年底，动荡变化时期。

1，全盛时期(1911一一1942年5月)。由于腾冲是一个物资集散地点，土副产品

多，手工业产品多，平时除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人户较多外，农闲时候，农兼商的人户也

大量出现．民国初年， “丝花行，，“经纪行一“杂货行矽“水烟行一，这些行会就比较

完整．它们不仅是工商业者的组织，而且还购置地产．之后，这些行会随着商业的发展

逐步演变为“同业公会”．当时，商业上行业齐备，主街道(现在的三街一一五街文星

楼脚止)两侧商店林立，其它岔街小零售商店也星罗棋布。还有外县的大商号，如“永

昌祥黟靠复协和"“复春恒"也来腾冲设置机构．以27年为例，当时的坐商在千户以

上，摊贩、行商有800多户，县城市场五天一街，赶街时，人数达15000一一20000人．

全县除县城外，尚有农村初级市场48个。和顺、绮罗、洞山，草坝、打苴、宗堂，猛

连、猛柳、芒棒，三甲，桥头、金堂，‘上营，平坡、珠星、小庄、朗蒲、囊烟、蛮东，

九保、小回、公平，江苴、曲石，云华，马站、顺江，碗窑、固东、东营，小辛，西

营、腊兴、瓦甸、新大、界头，桥头、大塘，中和，新街、老街、古永上小街，下小

街、清河，下甲、桥头，新华、三河，黄泥坎。如明光的东营街，是我县西北山区内外

贸易物资集散地之一，是缅甸山区少数民族与我县发生贸易的主要街道．交易的商品以

麻线，药材、山货、大烟，毛猪，材板为主．有坐商11户，各地行商往来频繁，行商中

有来自缅甸茶山的，国内上江等地的．茶山方面多输入象牙、。鹿角、黄莲，麂皮，坝

子、香菌、木耳，黄腊，麝香、熊胆和布匹百货等走私物品，换回麻线、大烟，酒药，

大米，食盐等，来自上江方面的，输入毛猪，漆腊、核桃、牛皮等，换回土布、篾帽、

棉衣、毛头套等。由县城去的行商，多带土布、百货、冰糖、大枣等．每街上市约一千

f． 五到二千人· ‘

当时的大商号有“洪盛祥"“茂恒"“永茂和”靠华盛荣黟口永昌祥，，“复协和，，

“文瑞记黟“德兴隆’’王新广，寸育等，这些商号都从事进出口贸易，兼营珠宝玉器，有
-

的还兼营鸦片．这些商号中，有的资金在半开百万元以上，他们的分支机构，国内有昆

明、重庆、广州、上海，国外有缅甸的瓦城，仰光、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等地．

当时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花，棉纱，棉布、百货、珠宝、象牙、煤油等．出口的商

品主要是麻线，黄丝、石磺、条银，其次是毛毡，小斗笠、木耳、香菌、干饵丝、葵花

子，鸡蛋等．以三六年进出口海关纳税数字为例．进口总值l 2，897，300元，出口总值

983，200元(银元)． ”

由于商业上的深购远销，带来了外地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一些手工业产品向机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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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面发展．如制革业，从烟秋皮到硝皮，土布从用手纺纱织布到用洋纱织布， “火柴

厂打的建立I “电灯公司万的筹组．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教育的扩大以及中学校的

扩大，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的建立，话剧团，滇戏团、无声电影院的建立，这些教育、

文化事业的发展，7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盛．

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饮食服务行业的发展。名厨师关甲开设的“味真园矽，金堂饶买

弟这些名厨师，不论菜肴、面点0．熏烤卤炒、煎焖炖炸，手艺超群，脍炙人口，还有蔡

美春的火烧猪，该原籍广东，1897年来腾冲，后安了家，即开创了这一商品生产，一直

相传到今，崔兴泰，邵利泉的大薄片，郭正全的烧腊，周兴的豌豆粉，王少童的饵丝，

这些传统风味食品以及名菜炒饵块，鸡脑和一些小吃烟熏豆腐、水酒，苕馒、黄糕、稀

豆粉粑粑，汆肉饵丝，早市、午市、夜市或设店经营，或出摊销售，或肩挑沿街叫卖．

品种繁多，各具特色，质精味美，购买办便，大大地丰富了群众生活．
。

．

还有茶铺，仅城上就有12家．除卖茶外还供应开水．大的集镇如界头，固东赶街天

也有茶铺。照像馆当时有两家。

解放前，由于腾冲生产不足，人口29万，而土地耕种面积只有22万亩，杂粮品种供 ’

‘

应不足．副食品所需的原料，都必须依赖邻县供给，如豆类、面粉、糖、油、茶叶等．

因此，游街天(大街的头一天)，保山肩挑小贩二，三百人将大量的腊肉、火腿、糖、

蛋、面挑来腾冲销售，返回时又将腾冲的土特产品运到保山销售．

这一时期的币制通用银元(1915年前使用银子，之后改用银元)，辅币是铜板、铜

钱。1937年， “富滇银行"用新滇币(纸票)收换半开，外国六比可使用，但不流通。

从1911年(民国元年)到1937年；二十七年的物价．1911年大米每百斤2．66元，猪肉 ．

16．50元，1937年大米为5．60元，猪肉40．Oo元，二十七年大米价上涨了1．15倍，猪肉上

涨1．42倍。 ．
⋯

37年抗日战争以后，新滇币收换半开，接着国民党的国币也在市场上流通。由于蒋

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战争节节失利，而物价却天天上涨．如大米1938年每升0．20元，39

年0．45元，40年初0．99元，年底3．30元，三年时间涨价15．5倍，棉纱(粗纱)39年4月

每古价新滇币26．50元，到42年2月每古价为5lo元，三年涨了18倍．

2、停滞时期(42年5月一一44年9月)·42年5月日本侵入腾冲后，县城市场全

部停顿。这之前，大多数商家的物资都疏散到四乡八寨．当时由于缅甸先于腾冲沦陷，

各商号在缅的物资都争先抢运回腾。42年4月份开始，每天从缅甸流进腾冲的物资在千驮

以上。因此，五月份腾冲沦陷时，物资虽疏散到乡下去了大部份，但仍有一部份堆存在
‘

城上．之后，这些物资一部份被商号冒险抢运，一部份为日本人掠获使用，一部份为汉

奸贪污中饱发洋财。县城各商家疏散到乡下后，基本上停止营业活动。农村未被日本人 一

占领的小集镇，不论坐商摊贩出卖烟盐杂货，则比较活跃．四三年日本人在腾冲推行它 。

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县城发行了日本军票，往各村寨派侠派粮草的时候，都以军票

支付，并将掠获的商品：一些布匹，棉纱堆放在商会里交给以何庆斋、张兆为首的一些

小汉奸保管．给持有军票者前来购买纱布．并通过汉奸前往四乡活动，号召商人回城营

业，但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仇恨日寇的侵略行径，无人前来开店，仅只是极少数的汉奸

甘当日本人的奴才．如43年日本人建立"iS利银行黟时，何庆斋、董根发，罗玉钰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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