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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佛山市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商联)的前身是南海县商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共佛山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关

怀下，重新组织，定名为佛山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的设立始于

清光绪末期，约在1907年至1908年。清朝新设农工商部，旨在

控制全国工商业，于是以发展商业为由，通令全国大小城镇都要

设立商务分会(后改商会)。佛山原是隶属南海县的镇，故名为

南海县商会。1949年J『D月佛山解放，成立佛山市人民政府，市

长方孟召集五人小组，组成佛山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直

到1953年4月工商联才正式成立。 ．

建国以后，工商联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关怀下，遵循党

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方针政菊!i团结教育工商业者拥护共同纲领t。-t

在J95D～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不断帮助工商业者爱国守

法，积极经营，为经济恢复作出贡献。接着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指引下，它又组织工商业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接受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之纳入国家资

本主义轨道，推动广大工商业者进入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

商业“三大|改造j”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联又不断教育工

商业者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当好半个公家人，贯彻和协助党落

实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文革”期间，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工

商业者虽然经受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和磨炼，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都能经受考验，相信党的政策，坚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

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联得到党中央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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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同舟、患难与共、难能可贵、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高度评

，价，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大部分已经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

1979年J0月工商联恢复活动以来，积极推动成员发挥作

用，贯彻民建、工商联两会发出的“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

为四化”的号召，做出应有的贡献。如积极协助党落实各项统战

政策，，对“文革”中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向上

反映，为工商业者排忧解难；开展对港、澳、台“三胞”和海外侨

胞联络工作；介绍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才与资金和”三来一

补”等工作；以及在贯彻党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

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都起

了根本性变化。新时期的工商联具有统战性、民间性、经济性。

它是以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等

五种经济成分所组成的对内对外民间商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佛山市工商联志》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

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山市工商联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团结教育会员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力求

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它的出版将使广大工商界和读

者了解本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坚定建设社会主义

的信心，为佛山的经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编 者

1991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 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历史

纪年蛳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注公元I建国以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二、本志年限，上限始于清末(1 908．年)，下限断于1 990

年。

三、本志分三章，设大事记、附录，按章、茧，目层次编列。

四、人物称谓---4殳直书姓名，地名用当时所用名(括号内注
现用名称)。

五、名词、术语使用，如须缩简，则另加注释。 ，

六、本志史料来自工商联历史档案，以及一些熟悉工商联情

况的老同志提供的书面材料或口碑，在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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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代、民国时期工商行会

l一组织及其活动

第一节 清代工商行会简况

佛山原是属于南海县的镇．位于珠江三角洲腹部，西江和北江的会合

点．河道宽阔，水运发达，是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在明、清两代和民罔

初期，商贾云集。官船和货船常停泊于鹰沙(现中山桥)和正埠(现义正

桥)一带，以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享有祖国历史上四大名镇之一的美称。

民同《佛IJ J忠义乡志》就有这样的记载：”佛山据省会上游、握西北江之中，

JII、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

最。”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佛山工商业更为发达，全镇大小工商行业有265

行。其中手工业有电料瓷器、织造、火柴、毛巾、碾米、制熟皮、烧砖窑、

机器织通绳，机织线袜、土布、布筘、颐绣、绒线、头绳、栏杆、麻线、红

布、制帽、制鞋、布袜、成衣、染房、晒布、碥布、绸绫、自制颜料、棉

胎、坭水、打石、天窗、机器、蒸酒、糕粉、酱料、榨油、饼食、豆腐、腐

乳、宰猪、烧腊、糖果、酒席、茶居、烟丝、赤金、金叶、金箔，打银、打

铜、铸铜、，车铜，铜线钮扣，金花、铁镬、机器铁胚、车磨铁器、铁砖、铁

线、铁钉、打刀、打锡、锡箔、白铁、糖料、台椅、盘桶、长生、造船、拆

船、算盘、漆盒、筷子、牌扁、蓑衣雨帽、雨遮、洋遮、竹器、朱砂年红染

纸、染色染纸器、藤器、裱联、红白数部、油纸、狮头、’门神、爆竹、笔、

器、书籍、修钟表、鼓行、毛扇、纸扇、花桥仪仗、‘剪发行等189个行业。

商业有银业i。按押、平码、旧铁、杉、集木、，’柴栏、苎麻、山货、竹

器，油豆、葵蓬笪篾、面、京果海味、白糖、猪栏、牛栏、鸡鸭栏、果栏、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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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土药材、食盐、海鲜，蛋、槟榔、参茸、花纱，京布、绸缎、新衣、故

衣、青靛、牛皮、洋染料、纱纸颜料、品类颜料、福建纸、金银首饰、茨

莨、南北纸，洋纸，火水，南北杂货、烟叶、爆竹、洋货、铸发、香粉香

烛、田料、洋杂收买、旅馆等76个行业。

各行手工业分布在佛IIJ每个角落，商业集中在豆鼓巷、升平街(现S-I-'平

路)、潘涌街、公正市(现公正路)，福禄里、汾流街(视福禄路)“一黄伞

巷、通花街(现福宁路)．永安街(现永安路h汾宁里、旧槟榔街(现庆

宁路)。行口荟萃在新华街、西竺街、直义街(现市东路)，桂园附近一带商

肆栉比。

各个较大行业都有行会组织，有的还自建会馆(如山陕会馆、江西会

唁、榕梅会铺、湘南会铺、绒线会馆、要明会馆等)作为理事和联系活动的

场所。有磐行业则设立堂VI公馆，作为行业联系场所，如土布行设有东友会

馆、两友会馆、兴仁堂，制鞋行设有儒履会馆，新衣行设有福胜会馆，绸缎

行有安乐堂，自制颜料行有五云会馆。泥水行有荣盛会馆、桂泽堂，大料

(即贩卖旧杉木大料)行东家(资方)设广善堂、两家(工人)设敬业堂，

机器行设工人分会，宰猪业设綮全堂，钮扣业设东家会馆，金花行设广怡

堂，铁镬行西家设陶金堂，盘桶行设同胜堂，漆盒行东家设同志堂、两家称

彩联堂．朱砂年红染纸行四家设至宝租社、东家称同志堂．红白数部纸行设

至宝堂、玉成堂．蜡笺行设胜宝堂，肩舆行设敬意堂，银业设如意堂．按押

业有振业堂，平码行设裕光堂，新钉行有金玉堂，杉木行有安顺堂、乐成堂

(原称集庆堂)，苎麻行设照远堂．油豆行设油行会馆。西土药材设靖安

堂，槟榔行有槟榔会馆．参茸行设寿世祖安堂、参茸会馆。京布行设乐和会

馆，绸缎行设阐义堂会馆．青靛行设同福堂．洋染料行设裕安公所．纱纸颜

料行设源顺会馆，金银首饰行设兴贤堂，·福建纸行设蓬峰会馆，洋纸行设华德

堂，铸发行设江济堂会馆。 ．

行会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它成为自然经济在手工业和商业部门

的调节器。封建行会是资方和工人都必须入行的组织．行会订立行规．除规

定不能跨行业生产与经营外，还有调处行内纠纷以及年节宴叙联络友谊等经

常性丁作．对会员失业和丧葬，都有一定补贴．对会员生活有一定保障。行

会对防止兼并和适应自然经济的均衡生产起到一定作用。但对生产发展也有

二一2一 ／



一定障碍。

20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劳资关系渐趋紧张．行会组织

就一分为二。资方成立自己的堂口．后期逐渐统一于商会；工人另立堂会。

但都是封建性质的行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遵农工商部令，设立商务分会(后改商

会)，初设在升平街山陕会瞎内，后迁三界通衢(现南堤)。其宗旨标榜是

联络商情、排难息纷、图谋公益。会费由商号自认每份lO元(白银)．认捐

百份以上者可任会董。创办人有苏惠农、陈穗生、黄雯绮、罗星桥、孔f陋臣、

劳梓棠、霍少枚等。初任总理王寿慈(王履aBlJ)．后为戴鸿献、李殿翔(李

佩鸣)．初设董事28人。

清代嘉庆年间石湾陶瓷业已有24个堂会。到1932年堂会所存户数见下

表。

，



附表1 石湾陶瓷业清代嘉庆年至1932年所存户数

行 别 制造产品种类 堂会名称 尚存家数

缸 塔 大小水缸、鱼缸、大小瓦罐 陶、明堂 18户

大、中小、茶煲．因地域关系同一行有几个堂 陶裕、陶英
茶 煲 10户

会(分上．中，下窑) ’ 陶宝、陶庆

横 耳 高身沙锅、器柄、横出的 陶熙堂 l户

瓦 埕 酒埕、油埕、大小瓦埕 五 社 l户

边 钵 企身双耳大沙锅、饭煲 保一堂 2户

黑 釉 外涂黑釉、 盅、干盘 允贤堂 9声

内涂白釉的器皿，如烟盒、杯盘、痰盂、枕
白 釉 浚明堂 6户

头等

江 釉 香炉烛台、壁炉、壁灯、补满 卿云堂 7户

面 盘 面盘、筷子筒、尿壶 虞 镜 4户

盏 盘 油埕．酒埕、的埕口盖 联 庆 l户

大 面 贮藏食物的有盖瓦缸 陶 庆 4户

金 箱 瓦棺，聚宝盘、丝盘、烟囱 德庆堂 2户

内分 海口大盘、水巷大盘q海口在石湾上
大 盘 陶艺堂 16户

约、水巷是中约 ’

茶 壶 瓦 茶 壶 陶本堂 4户

钵 各种盛食物钵头i 永照堂

洋 瓦 绿瓦、黄瓦、红瓦 万胜堂

高扁膊 烧靛的大沙锅i无盖、无釉的大小瓦埕 陶义堂

尾 灯 灯盏、酒坯、茶怀 明艺堂

生 金 安葬骸骨用的陶盒 其余堂

蹋 各种大、小粉锅，腐乳盅 翠贤堂

电 具 电器所用的上落陀、瓦夹灯掣 电具二会 3户

第二节 民国期间工商行会组织及其活动

光绪末年(1908年)．清廷通令全国各大小市镇设立商务分会，当时佛山

镇隶属于南海县，因此设立了南海县商务分会，民国6年(1917年)改名

为南海县商会。

随着商会设立．各行业堂会组织也逐渐合并成为同业公会。在旧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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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只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起到了维护和发展民族

工商业的作用。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固然是因缘时令、唯利是图．，但在封建

社会里，商人是害怕接近官方的，因而商会负责人自然落在一些官商合--flO

豪富士绅身上。他们把持会务．表面上打着维护工商业者利益，实质是维护

·其少数巨头本身的利益，利用商会名义，官商串通，贪财肥私。大部分行

会，名义虽为同业组织：，j而实质上都是官府征税和摊派款项的代理机构。民

国元年(1912年)由于治安不良?f抢劫、掳掠的事频频发生，市内巨商

纷纷要求自卫，就鼓动商号自购枪械，组成商团。初时称“商团总公所”，地

址设在朝阳街念诚书院内，推举梁鼐伯为团长．，j王仲荔、陈霭人为副团长， ·

团员150人。1914年梁鼐伯辞职，．由王仲嚣为团长，迁公所于升平街附近

汾水西街赖家祠内偏厅。1921年商会会长黄仲陶兼任团长，陈铸魂为副团

长。由于商号参加者众，团员就以商号为单位．费用均由各商号摊派负担。

当时商团已发展到1600多人，黄遂将团部迁往豆鼓巷(升平路江西会馆万

寿宫内，现址工人文化宫)，下设十二个分团，分别派驻盘古街盘古庙(大

圩莲花路市场≯i：永兴街油行关帝庙内置．舍人大街舍人庙内羔栅下天后庙南

擎街观音庙内≯，水巷正街天后庙内r现燎原路口)‘，-三界通衢”天后庙内”

(现南堤)。各分团均设正副分团长。在大基头育婴堂附近(现市东下路无

线电四厂附近)设有操场，团员早晨在此作军事操练j并聘请教官任教。这

时商团活动可谓盛极一时。 ．

民国l 1年(1922年)12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联合

滇桂两省军队靖乱讨伐。当时在三水河口的陈逆部将杨坤如，沿广三铁路溃

退，经佛山站时已夜深，败兵企图涌入佛山洗劫。由于黄仲陶早有防备，由

新涌口至大基尾，据险设防把守，并禁止船艇在北岸停泊和往来行驶。败军

知有防备，就兽性大发。j将北岸江瓦栏(现中山路)店户洗劫一空，然后纵

火焚屋而去。从佛山车站附近江瓦栏至新涌口陈世辅码头对面巧明火柴厂侧

止，所有店户尽成瓦砾。由于商团防范得力．佛山镇内店户才避免了一场浩

劫。
●

民国12年(1923年)，黄仲陶连任团长，+副团长为陈洛予、王仲荛。

黄仲陶为了增强治安实力．另组忠义乡乡团，加强其外围实力，并将忠义乡

乡团，加入陈恭受所组织的莲华四十六乡民团总局．合称四十七乡联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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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黄仲陶由于事务冗繁，不能兼任团长，于是邀请陈恭受来佛山主持商团。

陈恭受接任团长后。勾结广州市商团团长陈廉伯，在香港购买军械运返

广州转到佛山，阴谋扩大商团实力，共同策应陈炯明叛乱．反对孙中山北I伐

革命。有一次，私运军械的船被截获，二陈便向革命政府要求发还，不遂，

陈恭受在佛山阴谋以发动商店罢市来要胁，但被佛山工农群众声势浩大的游

行示威所迫而不敢进行。陈炯明失败后，二陈被通缉而逃到香港，省、佛商

团被勒令解散。黄仲陶受此打击．后，陆续将自己行店业务结束．并辞去商会

一／／会长职务，跑到香港作寓公去了。

1921年，劳资关系渐趋紧张、工人工资微薄，仅堪糊口，而且资方可

以任意解雇，经常受到失业的威日办。而当时工人组织的堂会被一些黑社会人

物把持操纵，工人不但很难跨行求牛活，而且受堂会的苛例束缚。如锦纶行

中有一条行规规定，未满师的学徒外出各埠不得被叫用。如查出叫用f传帖警

告，仍复叫用罚。银20两。学徒拜师需缴纳拜师费若干．满师后仍需继续供

奉二、三年。不久，同盟会会员王寒烬与共和党会员梁复然首先在佛山市开

展工人运动，先后组织了理发工会、建筑工会、革履工会、制饼工会、描联

工会、西竹工会。随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又联合起来组成工代会。当时国民党

右翼分子，则组织总工会与工代会相抗衡，互相冲突，斗殴和残害工人之事

时有发生。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工代会被迫解散，总工会成为

国民党御用工会。尽管工代会被解散，但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并未停止．罢工

事件不断出现。1945年，纱绸工人为了争取改善生活。全行业罢工一个多

月，一连几天．每天都有600一-700工人在南擎庙集队后向国民党县政府请

愿示威。1945---"1947年间．国民党为了控制工人活动。委派劣迹昭彰的党

棍谭伟民出任南海县总工会主席。谭派其爪牙．分掌和操纵各工会，残酷压

迫工人。

1947年．佛I【J镇镇长施博，企图强迫所有同业公会理事、理事长．都

参加同民党．强令全镇同业公会理事、理事长进行集训。在集训期间规定凡

是理事K均须参加固民党．不然免职。当时集训参加同民党的有绸布业易坤

如、金饰业冯正中、华洋杂货李英、饼食业刘祥、钱银业何翼咏等．但也有

一蝗宁愿弃职不干也不愿参加的。

商会活动主要内容是：l、商户破产的债权，债务处理；2、进行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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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3、为各行业搞税务；4、调处行内纠纷；5、官商之间缓冲。

(历届南海县商会负表人名录：同业公会及负责人名录、工会及其负责

人等，分别见附表2、附表3、附表40

附衰2 历届商会主要负责人名录

任数 姓名 机构名称 职务 在任时间。 所在商号

。道生?，。明义”银
王履卿

第一任 南海商务分会 总理 1906年至1913年 号的源生麻行．昌
(寿慈)

记纸行

李佩鸣
南海商务分会 隆泰集生，京布庄

总理
第二任 1917年改南海 1913年至1920年 隆茂、京布庄，厚

(仲翔) 会长
县商会 泰义泰网司银号

黄祥华如意油二

间．恒丰西土药材
第三任 黄仲陶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20年至1927年

行．平码行(利安)

兆安、晋安银号

启昌银号、绍源
第四任 梁昱其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27年至1935年

银号

生利小押
第五任 徐悠泉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36年至1937年

南国印刷厂

第六任 何德胰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38年至1940年 兆昌洋货

祖辈酒户养猪．后

第七任 霍侠民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40年至1945年 自己开设油豆糖

面行

返回佛山复任会
第八任 徐悠泉 南海县商会 会长 1945年至1949年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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