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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在芜湖——以 1950 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李 甜
1 

【摘 要】:芜湖作为徽商的重要活动地，历史上与徽州的人员及物资交流十分频繁。1949 年前后，旅芜徽商和

徽州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动。首先，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

其次，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

会流动上出现“两降一升”，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贩之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

部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传统的

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也消失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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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史回顾与资料简介 

徽州作为明清区域社会研究的范本，明清时期的徽商及徽州人群一直是徽学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对比，清末以降徽州资料

的发掘和利用稍显迟缓，直到近年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与学科视野之拓展，20 世纪前期的徽商及徽州人群才逐渐引起学界的

兴趣。众所周知，自 19世纪中叶以后，盐业、典业等徽商传统优势行业一蹶不振，茶业经营则蒸蒸日上，至民国时期仍有众多

茶商鏖战商界，因此，近代徽州茶商也较早引起学界的关注①2。此外，随着徽学研究从社会经济史拓展至社会文化史层面，围绕

近代徽商及徽州人的同乡组织、宗族建设、社会生活等层面，亦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②3。值得一提的是，1949 年不再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S053);2016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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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刘芳正:《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社会变迁》，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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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②王振忠:《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1999年第 4期;王振忠: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 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 446～486页、499～

519页;沈树永:《徽宁同乡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9年;陈加林:《百年徽商与社会变迁:以苏州汪氏家族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

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徐松如:《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张小坡:《同学会: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及其运作》，《安徽史学》201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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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分水岭，徽商在 20世纪 50年代的生存之变，也初步受到注意①4。 

皖南地区具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1949 年发生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使得无论是本土社会还是旅外商帮，生存环境皆发

生巨大变化。不过，基于传统的惯性，商业文化的影响仍然不绝如缕。学界此前受制于文献发掘与使用，较少涉及徽商的社会

主义改造，对这一时期的小商小贩之日常生活与商业经营也关注不多②5。由此，学界对皖南商帮的转折、衰微过程，无论是从整

体还是细节上皆缺乏讨论。近年来资料收集手段的丰富和发掘力度之提升，使得我们有条件观察近现代徽商及徽州人在经营、

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将有助于加深对 1949年前后的商人群体生存变迁和皖南区域社会转型之理解。 

新发掘的安徽省芜湖市总工会文书资料，数量计 500多册，时间跨度从 1949年一直延续到 20世纪 80年代。其中除了大量

的日常运作记录，还有 87本工会会员登记册，由数百份各行业会员登记表组成，包括会员个人简历、家庭状况、工作以来的职

业及变动、所属行业等细节③6。1949年 7月成立的芜湖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歙县人郑家琪等 7人组成，会址设在柳春园 21号，

经过一年的组织发动，芜湖市总工会于 1950年 11 月 15日正式成立④7。据 1951年统计，芜湖市总工会依托于高效的活动能力，

成立仅一年就发展出 23171 名会员，其中包括 39名委员以及 36名脱产干部，约占芜湖市职工总数 28132人的 82%⑤8。截止于 1950

年底，芜湖市的总户数为 48471 户，人口数为 290548 人⑥9。两相比照，大致可推定职工数占芜湖全市总人口的 9．7%，工会会

员占全市总人口的 8%左右。由此可见，芜湖市总工会资料的覆盖面广，工会组织在该市各行业全面建立，具备考察徽商及徽州

人群体的抽样价值。笔者通览全部登记册，一共收集到 42份徽州人的履历，根据登记内容对个人信息的回溯原则，可以掌握他

们在民国年间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个人经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会资料保存过程中有遗失，且存在土著化后改籍的现象，

实际参加工会的徽州人及其后裔肯定多于此数。本文且以 42个案例为中心，关注旅芜徽州人的个体生活如何随时代变迁而发生

变动，希望为探讨徽商的改造与消亡历程提供一个区域性的案例。 

二、从徽州到芜湖 

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⑦10。近水楼台的徽商群体，在芜湖商业发

展与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王廷元从总体性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徽商在芜湖的活动作了细致梳理⑧11。王振忠在讨论徽、

临商帮的木材贸易时，详细勾勒了芜湖“徽临滩”的历史变迁⑨12。他还从徽商与芜湖民俗方言的角度入手，通过解读徽商倡捐

创立同善堂的事例，诠释徽商的土著化①13。 

                                                        
4①王振忠:《水岚村纪事:1949 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李甜:《1955 年，旅外徽人的家信》，《徽州社

会科学》2009年第 3期;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 3期;李甜:《旧商人与新

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 6期;汪柏树:《1949—1950年屯溪当代徽商考察》，

《黄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 1期。 
5②实际上，徽州文书中有不少下层徽商小贩的记录，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参见王振忠《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下)》，王兆成主 

编:《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 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131～141页，尤其是第 136～138页。 
6③这批资料馆藏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资料标引方式如下:原始目录号－年份－名称－姓氏笔画(字母 

表示分册)。如“096－1951－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7b)”表示:原始目录号为 096的会员登记册，制作年份为 1951 年，

封面名称为《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按姓氏笔画系会员姓氏首字母为七画的第二分册。 
7④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 285页。 
8⑤114－1951－五一年市基层工会组织登记表。芜湖市总工会 1951年 10月 23日填写。 
9⑥《皖南行政区基层组织土地面积及人口统计表》(1950年 12月 11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办公厅编印:《皖南政报》第二卷

第一期，插页，1951年 1月。 
10⑦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 109页。 
11⑧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1984年第 4期;收入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 108～120页。 
12⑨王振忠:《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历史地理》第 29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收入《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 159～197页，

尤其是第 193～196页。 
13①王振忠:《同善堂规则章程———介绍徽商与芜湖的一份史料》，《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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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交通与移民、商业乃至文化格局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诸多商路书均提及皖南地区的交通路线②14。经行芜湖的道

路主要有几条:仪真［征］县由宁国府至徽州府水陆路、芜湖县至徽州府路③15，南京由芜湖至徽州府陆路、芜湖由太平县至徽州

府路、芜湖由宁国府至河沥溪路④16，芜湖县由东霸［坝］至无锡县⑤17。上述道路的终点泰半为徽州，足见芜湖是徽州外出北上

的重要基地。早在明代，芜湖就是徽商的重要活动地。万历《歙志》记载各大都会时，将芜湖、仪真［征］视为“诸县”的典

型予以提及⑥18。至于在芜湖开染坊的歙县人阮弼，更是屡屡为学界所引用⑦19。明清时期大量徽商在外地经商，不少人落籍定居，

完成了从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圈的转移⑧20。在康熙《徽州府志》列出的 11个落籍地中，芜湖就与苏、杭等大都市相提并论⑨21。

上述事例，都从一些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毗邻的宁国商人与徽商在芜湖发生了互动，如宁国商人方启在明末清

初经营于芜湖，康熙年间有帮助落难徽商之举 ○1022，方家仕在芜湖徽州会馆建设中出手相助 ○1123。 

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皖南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规定:“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

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 ○1224芜湖是长江下游重要的物资中转地和集散

地，开埠进一步确定它作为皖南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商业日趋繁盛，城市建设逐步向江边扩展 ○1325。同治年间由徽商胡贞益

创设的芜湖胡开文，以“沅记”为招牌向外扩张○1426。安徽省档案馆收藏有一批光绪年间徽商在芜湖租房的合约，表明此时徽商

在芜湖的活动频繁○1527。民国初年，在芜湖经营纸业的商人，以旌德、泾县、太平、徽州等地的为多，其中徽帮在芜湖徽州码头

开设纸号和纸坊生产色纸 ○1628。据民国年间调查，芜湖市的布业店数共 58 家，“店主籍贯以宣城及徽州为多”○1729，著名的共兴

布店即由徽商开办○1830。类似的调查表明，在芜湖经商的中小商人群体，以享地利之便的原徽州、宁国二府商人所组成的皖南商

帮为主。 

芜湖关的华洋贸易情况，揭开近代芜湖与徽州经济与社会交流的侧面。晚清以来，徽州地区所需鸦片有不少从芜湖进口，

据 1891 年芜湖关统计，进口鸦片由“本埠及安庆府、宁国府、徽州府消费此项货物之大半”①31，至 1893 年徽州府从芜湖关进

口了 289担鸦片②32。与此不同，徽州茶叶的运输路线并未随着芜湖开埠而调整。1882 年的报告显示，茶叶出口仅 2000多担，且

                                                        
14②参见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③《一统路程图记》，转引自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276～288页。 
16④《士商类要》，转引自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第 314～324页。 
17⑤(明)黄汴:《水陆路程便览》卷 7，杨正泰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⑥万历《歙志》卷 20《货殖》。有关明代徽商的活动，参见松浦章《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明史研究》第 6辑，合肥:黄山书

社，1999年。 
19⑦(明)汪道昆:《太函集》卷 35《明赐级阮长公传》，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 
20⑧［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 4期。王振忠:《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

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原学》第 2 辑，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收入《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 58～74页。 
21⑨康熙《徽州府志》卷 2《风俗》。 
22○10(清)方表等纂修:《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6《尚文坊派长二分世系》，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23○11方镛总修:《隐龙方氏宗谱》卷 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1921年木活字本。 
24○1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 349页。 
25○13杨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1840—1949)》第十三章《长江沿岸的中等城市芜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3年，第 393～412页。 
26○14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芜湖胡开文墨店调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170～186页;胡毓骅:《芜湖胡开文是“源记”还是“沅记”》，《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

9期;林欢:《徽墨胡开文研究(1765—1965)》，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 49～50页。 
27○15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288页。 
28○16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商业经济篇”《各业概况·布业》，出版地点和

时间不详，第 65页;芜湖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芜湖工业百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 66页。 
29○17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 59 页。 
30○18叶荫藩:《芜湖“共兴布店”》，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 3辑，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 285～288

页。 
31①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十七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九一年)”，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5年，第 93页。 
32②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十九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九三年)”，第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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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从宁国府太平县运来，“其大部分出产地之徽州，在地图上观之，似不甚远，但运输之困难及人民离开、已往贸易路径之不

便，故本埠开放时公认为极可忧虑之事”③33。芜湖关作为后起之秀，并未从徽州茶叶市场分得一杯羹，引起管理层的忧虑。此

后情形更糟，甚至“前数年所有本埠出口之茶，均直接运至上海”④34。芜湖茶叶市场几经周折，规模仍然不大，地方志书的记

载亦可验证这一点⑤35。似乎可以这样概括两地的关系:人力资源持续从徽州流向芜湖，生产生活物资又源源不断从芜湖流向徽州。 

徽州人在位于市区中心的陶塘(今镜湖)设立徽州小学，工会会员巢县人秦绍家曾在该校念书⑥36。徽州小学一直延续至新中

国成立初期，后来改为柳春园小学⑦37。1937 年出生的袁汉云作为徽人后裔，先在江北中路读私塾，1950—1951年转入徽州小学

读书⑧38。除了徽州会馆、徽州小学等公益设施，徽州码头也是展现旅芜徽商影响力的地方，泾县人吴报 1935—1938年在徽州码

头河沿晋隆板料炭号工作⑨39。 

省内外各地在芜湖设立 20多所会馆，以徽州会馆规模为大。最早的徽州会馆建于康熙十九年，馆址在索面巷，后来徽人嫌

其狭小，不足以壮观瞻，遂捐资购城西状元坊下首基地○1040。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会馆创建时曾得到宁国商人方家仕的大力协助:

“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 ○1141徽州会馆代表着

徽商在芜湖的影响力，徽州会馆、新安会馆、徽国文公祠等建筑地标皆可于民国地方志书的卷首图中找到○1242。民国元年，商定

将租界部分地方让与海关填岸建房，这一重大举措的推动者，除首任安徽都督柏文蔚、海关监督，还包括“高尚之团体，如徽

州同乡会及其会长鲍庚等，共同处理，凡有关于安徽大商埠之发达者，莫不促成之”○1343，从中亦可见旅芜徽州同乡的势力。 

三、旅芜徽州人的职业选择与行业结构 

本节通过分析 42位徽州人的个人履历来看他们的职业选择。从性别来说，女性为 5人，其中烟业 2 人，铁厂、缝纫业、报

社各 1 人，其余皆为男性。就籍贯而言，歙县 13 人，绩溪 10 人，黟县 8 人，休宁 5 人，屯溪 4 人，祁门 1 人，另有 1 人填成

“徽州市”。各地人数分布大体与距离芜湖远近呈正相关，歙县、绩溪和黟县拥地利之便，皆有官道直达芜湖，故而人数较多，

距离最远的婺源一县空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各县对外输出人力资源的区域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歙县人中包括一名祖

籍湖北的移民后裔，而那位籍贯填成“徽州市”的人，自启蒙时期就在芜湖接受教育，推想应是土著化的徽商后裔。 

接下来分析他们的职业选择及构成。从等级上说，地位最高者担任明远电厂副经理，占主体的是职员、店员或者报社编辑

等职，亦不乏小商小贩。从流动性上看，一些人未曾换行，但也有人职业流动较为频繁，这里取其从业时间最长的职业或最后

从事的职业为准，确定 40位徽州人的职业构成(图 1)。 

                                                        
33③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八年芜湖海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八二年)”，第 44页。部分文句似 

不通顺，原文如此。 
34④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九年芜湖口岸贸易情形论略(一八八三年)”，第 49页。 

35⑤民国《芜湖县志》卷 35《实业志·商业》。 
36⑥249－1960－六零年工会会员登记表(10c)。 
37⑦俞正东:《外地在芜湖的会馆》，政协芜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 4辑，芜湖日报社印刷厂印，1990

年，第 85～90 页。 
38⑧211－1959－五九年市弋江钢铁厂工会会员登记表(10)。 
39⑨096－1951－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7b)。 
40○10民国《芜湖县志》卷 13《建置志·会馆》。 
41○11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 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 
42○12民国《芜湖县志》卷首《城西图》。 
43○13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民国元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九一二年)”，第 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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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计入图 1的汪灶洪、汪运全二人，经历较为特殊，参见下文分析。以下对 40位徽州人从事的行业作一分类整理。 

(一)实体工业 

明远电厂 3 人。由绩溪商人吴兴周等投资增股兴建的明远电厂，1907 年开工建设，次年投产发电①44。始建之初，外国人即

预测该厂将对芜湖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今有一极可注意之事，即为四月中，本埠装设电灯。当草拟报告时，约有四千盏，发动

机之马力，已颇够用。现又另外购订机器，将来此机器到时，不仅可多装电灯，并可供给本埠制米厂机器之用。本埠现已有四

家采用外洋机器之制米厂。”②45芜湖市工会资料记载，学生出身的周协恭担任明远电厂副经理③46。周协恭是绩溪华阳镇人，抗

战胜利后接收芜湖明远电灯公司，任副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任资方经理④47。工人出身的绩溪人程介屏，在明远电

厂任验表室技术员。绩溪华阳镇人舒辅湘，在绩溪、徽州师范学校等地接受教育，1947年 3月来芜湖明远电厂营业课工作⑤48。 

铁厂 4 人。1949 年 5 月，原芜湖市保安司令部修械厂与第六专员公署修械所及安澜工业学校实习工厂合并为皖南公营芜湖

铁工厂(今芜湖造船厂)，是芜湖第一个国营机械厂⑥49。绩溪人胡明龙，20 世纪 30年代曾在芜湖恒升机器厂学徒三年，抗日战争

中因淮南铁路被日寇侵占而失业返乡，新中国成立初担任芜湖铁工厂秘书⑦50。绩溪人程布人，1950 年来公营芜湖铁工厂工作，

1951年 9月至 1952年 4月被皖南公营工矿产销部调赴上海华东工业部通用机器厂学习铣工半年⑧51。黟县人俞佩宣，任芜湖铁工

厂的成本会计⑨52。休宁人张一新 1958年 6 月由地委分配到芜湖市钢铁机械砖瓦厂工作，担任炼铁车间副主任○1053。 

烟厂 3 人。歙县人杨荷妹，在新中国烟厂撕烟叶。黟县人李佩瑶，在新生烟厂包装室包装香烟○1154。寄居歙县芝篁村的湖北

移民后裔程遵荣，1942年到屯溪私营中美烟厂任采办员，1946年调至芜湖私营中美烟厂机器间，其后赴定远炉桥为上海大中烟

行采办烟叶，1949年又回到芜湖中华烟厂任采办员，之后才转业到碾米行。他的社会关系一栏写到:“友人王治汉在歙县种田，

                                                        
44①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解放前的芜湖商会》，政协芜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 4辑，第 28～

41页;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 215页、下册 230 页;邵之惠:《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黄山

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 3辑，第 314～320页。 
45②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宣统元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一九〇九年)”，第 190页。 
46③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47④耿培炳:《儒商翘楚西关章》，《皖南晨刊》2017年 01 月 23日，第 X12版。 
48⑤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49⑥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 66～73页。 
50⑦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51⑧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52⑨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53○10256－1961－六一年会员登记表(8)。 
54○11024－1950－五零年卷烟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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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同在烟厂做过工。”○12 55 

(二)加工服务业 

粮食业 3人。黟县人汪松生，1941年到芜湖石头路宏昌麦粉厂做职员，1946年底歇业后失业，一度沦落到摆烟摊的局面①56。

绩溪人高彰仪，原在绩溪敬心米店学徒，1949年到西河街宏裕米厂任店员②57。歙县人方树仁(方大度)，1950年到皖南中粮公司

从事人事工作，填表时的单位是国营芜湖市第一面粉厂③58。 

百货、缝纫业 4人。歙县人潘家祯，1948年到芜湖久丰百货工作，至 1951年转入合群百货公司④59。徽州市人袁汉云，1953

年在本市迎江街 17号缝纫店学徒，合作化以后分配到缝纫五社，之后调到制鞋一社、戏具社⑤60。黟县人汪静珍，1950年先后到

群里草织厂、被服厂等厂做工⑥61。歙县人杜渊，1940 年在屯溪缝纫生产合作社学徒，此后到休宁五城、杭州等地被服厂就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皖南军区被服厂工作⑦62。 

徽馆业 4人。徽馆是徽菜馆和徽面馆之总称，文献记载相对较少⑧63。芜湖“同庆楼”菜馆距徽州小学不远，是当地有名的

酒菜馆⑨64。绩溪人高灶炳，13 岁到同庆楼菜馆学徒。比他年长一岁的绩溪人高周德，先在芜湖大庆楼学徒，满师后至同庆楼工

作○1065。绩溪人汪嘉典，先年活动于苏州、立煌、庐江等地，此后在芜湖的安徽学院、成丰米厂做厨子，新中国成立后在皖南行

署、民政处、皖南师范学校等单位当厨工○1166。歙县人徐万才是土著化的徽商后裔，他在崇德小学、私立内思中学、芜关中学等

校念书，1948年到新生食堂服务，次年服务于合记菜园，1950年夏季又回到新生食堂任司账○1267。 

(三)金融、文化业 

金融业 2 人。歙县人宋棣轩生于 1899 年，“祖籍本省歙县上峰村”，在芜湖市长街区各钱庄工作 30 多年，职业生涯长期保

持稳定，未受战乱影响。早在 1913—1916 年就在长街区通孚钱庄习业，1917—1927 年在长街区保泰钱庄管外账，1928—1932

年在大源钱庄任总账房，1933—1937年在盛昌钱庄任副经理，1942—1943年在成裕钱庄当营业员，1944—1945年到洪福钱庄担

任营业主任，1946—1947 年芜湖陡门巷老通孚钱庄复业后前往襄理，1948 年回到长街区的皮毛合作社信托部，1949 年在生(?)

记钱庄任业务主任。金融业改造以后，调到芜湖四褐山窑厂担任会计等职○1368。黟县人胡德辉，1930 年到芜湖成大钱庄当练习生，

收歇后赴九江、原籍谋生，1940年回到芜湖，先在志大布店当店员，次年 1月进久泰钱庄工作，一直到 1944年初转入本市源生

钱庄担任会计。在 1946年 1 月，他与同乡汪金辉募集资金开伟业钱庄，任副理，同年 10月收歇失业。此后到福记钱庄(后改名

                                                        
55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56①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57②080－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10－11)。 
58③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59④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60⑤211－1959－五九年市弋江钢铁厂工会会员登记表(10)。 
61⑥168－1952－五二年市手工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62⑦060－1950－五零年手工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63⑧相关研究参见王振忠《清代、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徽馆研究———以扬州、杭州和上海为例》，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

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 128～152页;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1年，第 29页;韩旭《明清绩溪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 24～28页;唐艳香、禇晓琦

《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 44～53页。 
64⑨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 738页;姜丽:《芜湖“同庆楼”菜馆》，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

州文化研究》第 3辑，第 255～256页。 
65○10020－1950－五零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10)。 
66○11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67○12020－1950－五零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10)。 
68○13154－1962－各基层工会会员退休申请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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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成)担任会计、营业员，1949年任源成钱庄副理直到收歇，1951年改行到米厂担任会计○1469。 

文房业 4人。屯溪人朱桐生，小学毕业后到屯溪李鼎和笔庄学徒一年，1949年来中山路 76号的李鼎和笔庄服务 。歙

县人方国柱，在芜湖中河沿刻字为生①70。黟县人汪金尧，13岁到东南刻字社学徒 5年，在中山路 39号门前摆金记刻字处②71。担

任芜湖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的歙县人郑家琪，专业技术是“雕刻”③72。 

芜湖报社 7人。1956年初，国务院批准徽州专员公署和芜湖专员公署合并，仍称芜湖专员公署，驻芜湖市④73。同年 4月 1

日，在原徽州报社基础上创办了《芜湖报》⑤74。此 7 人分别在不同时期加入。歙县人汪其英，1949 年 3 月曾在上海瑞丰太茶庄

当练习生半年，此后返乡务农、参加革命，1951 年到徽州报社下属的新华印刷厂工作，后到芜湖报社任财务股长。祁门人胡开

明，1951年从徽州师范毕业，先在祁门县政府工作，1953年调至徽州报社。歙县人汪光裕，1953年至徽州报社任美术编辑。休

宁人查国英、吴仕桢，都是 1955 年调到报社⑥75。屯溪市人鲍克、黟县人黄育仁，皆于 1958 年调到芜湖报社⑦76。此外，浙江昌

化人陈长文 1949年毕业于歙县师范学校，为当地政府留用，1953年调至徽州报社编辑部⑧77。 

印刷厂的 6 人分属两个单位，与文房业中的刻字摊贩不同，他们的工作层次更高。一是芜湖报社的附属印刷厂。休宁人洪

建宇 1949年进徽州报社印刷厂，该厂后改为芜湖报社印刷厂屯溪分厂。歙县人汪强华，1952年至芜湖报社印刷厂屯溪分厂工作。

绩溪人胡锡九，1957年分配到芜湖市印刷厂⑨78。另一个是新华印刷厂，该厂是全省第一家国营印刷厂，1949年组建时名为新华

书店芜湖支店印刷厂，1952 年改用现名 ○1079。担任该厂工会主席的歙县人张君坚，“自小学毕业后，即学习排字，除被抓征兵外，

都是做排字技工”，曾在屯溪，浙江于潜、孝丰、昌化，江苏高淳、南京等地的印刷生产合作社、出版社、印刷厂等机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皖南分社、皖南日报社担任书版组长、排字组长。休宁人汪明瑞，原在屯溪中央日报社、复兴日报社工

作，1949年芜湖解放接收报刊，到新华印刷厂排字车间任铸字工人。屯溪人李怀喜，抗战前就在上海联泰印刷所、同文印刷所、

大光明印刷所、东方印刷所等学徒、工作，1949年到芜湖新华印刷厂当划线装订工人○1180。 

四、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与社会流动之变迁 

虽然传统的生存方式具有延续性，但 1949 年前后的政治变革，对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社会流动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职

业介绍方面，传统的依靠血缘、乡缘的介绍方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逐渐被新政权所主导的方式取代。社会流动层面的影响更

为直接，1949 年前后旅芜徽州人普遍出现向下的社会流动，不少徽州籍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工作，说明徽商家庭的生活日趋艰难，

与此相反，参加革命之徽州人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 

首先，1949 年后的职业介绍方式渐渐发生变化。此前徽州人找工作大多利用传统的乡缘、亲缘关系，依托于亲戚、朋友、

同乡的援引推荐。歙县人潘家祯，其父亲“托友介绍”到芜湖久丰百货工作。汪金尧“由友介绍”至本市东南刻字社学徒。这

一传统职业介绍方式，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绩溪人高彰仪 1949年 11月来芜，“因朋友之交代，谋荐本市西河街宏裕米厂”

担任店员。黟县人李佩瑶在“解放不久”能进新生烟厂，就是得到同乡名士叶荫藩的推荐。1952 年，汪强华“由本家汪百仓同

                                                        
69○14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70①148－1951－五一年市手工业工会(度量衡、刻字印刷、香烛裱画、缝纫)会员登记表(2－5)。 
71②151－1951－五一年市手工业工会(度量衡、刻字印刷、香烛裱画、缝纫)会员登记表(7b)。 
72③187－1949～1964－四九年至六四年本机关职工工会会员登记表。 
73④《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宿县和滁县 2专员公署合并改设蚌埠专员公署、徽州和芜湖 2专员公署合并改设芜湖专员公署给安 

徽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 8 期。 
74⑤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 675～676页。 
75⑥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76⑦201－1958－五八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8－17)。 
77⑧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78⑨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79○10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 120页。 
80○11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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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介绍”到印刷厂。值得一提的是，籍贯与行业有关联性。明远电厂由绩溪人投资兴办，案例中的 3 名电厂职工皆为绩溪籍，

且沾亲带故。与此产业相关的芜湖铁工厂，亦有 2 人为绩溪人，其中程布人的姑父周协恭、伯父程介屏在明远电厂任职，通过

他们的关系，程布人得以在 1950年入厂工作，次年即获得机会到上海进修。在徽馆业中，绩溪人似乎也占据优势地位，芜湖同

庆楼即由绩溪人主导。 

随着新政权逐渐站稳脚跟，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逐渐受到意识形态制约，一种新的职业介绍方式开始流行。在政府发力

解决就业问题的背景下，汪静珍先是得到“妇女会”的帮助，接着“由劳动局介绍”一份正式工作。胡锡九 1956年由省工业厅

招入芜湖工业厅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工作。黟县人俞佩宣能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调动，可能与其文化程度较高及丈夫是市委统

战部部长有关。1958 年大炼钢铁的政治形势下，不少徽州人应召转业，张一新即由地委分配来芜湖市钢铁机械砖瓦厂，与他经

历相似的还有临时抽调至弋江钢铁厂的袁汉云。在行政区划调整后，芜湖报社、印刷厂集中了不少徽州人，这显然也突破了传

统的职业介绍方式。其次，由于抗战以来社会大环境恶化，国民经济长期不振，旅芜徽州人中出现两种向下的社会流动。 

一是原来位居中层的部分商业职员，失业后跌入小商小贩的行列。汪松生 1941年到宏昌麦粉厂做职员，该厂歇业后被迫在

新市口摆烟摊三年，至 1949 年到协新五洋店当职员，年底歇业后又去摆摊，1951年初在家中卷手工烟，一直找不到更好的职业

出路。胡德辉的经历也颇为坎坷，他在钱庄业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多年，1946年与同乡汪金辉募集资金开伟业钱庄，结果不到 10

个月就收歇失业。他在商业领域的扩张与顿挫，与旅赣徽商汪德溥的经历颇为相似①81。1946 年仍以开钱庄为生财之道，也足见

近代中小徽商的商业意识之差，这种完全跟不上形势的投资经营策略，或许也是徽商加速衰落的原因②82。 

二是徽州女工增多，原来一些婚后只从事家务的徽州女性，由于产业衰败导致的经济恶化，重新面临就业的压力。以 3 位

女工为例，社会变动终结固有的生活轨迹，日常生活困难，迫使她们出来工作。歙县人杨荷妹自幼随父母生活，13岁学习家务，

19岁结婚，婚后 6年的 1950 年，丢掉家务到中国烟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撕烟叶工作。黟县人李佩瑶出身徽商家庭，6岁时在

安庆读书，后随家庭迁移到南京、杭州，抗战时返乡，“求学未间断，直到小学毕业为止，此后生活不安定，家庭入不敷出”，

开始帮助家庭从事劳动生产，种地种菜，勉强度过抗战的艰难阶段。1948 年来芜湖，在家助理家务，“几次谋事不成”，解放不

久到新生烟厂工作以补贴家用。黟县人汪静珍，在私塾、县立碧阳学校念过书，就回家学做绣花、打毛绳衣服。1940—1945 年

在黟县胡永兴蚊香厂、仰记烟店学徒、工作，可见女学徒已不罕见。她自 1946 年结婚后，随迁宁国、芜湖、当涂等地，“这时

候是做做家务的事情”，1950年再度出门找工作，在本市群里草织厂、被服厂做工。 

与上述两种向下的社会流动相反，有一个特殊群体———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呈现向上的轨迹。芜湖甫一解放，歙

县人郑家琪就参加市总工会的筹建，担任筹委会主任，全面负责组织建设与成员发展，后来还担任芜湖地委第二书记等职③83。

休宁人张一新，曾在屯溪沅兴和酒坊、万安益沅酒坊做学徒、店员，1952 年到休宁县供销社古城加工油坊当业务员，同年 9 月

任万安镇镇长，仕途升迁较快，1958 年由地委从休宁调到芜湖。绩溪人胡明龙，日寇侵略失业返乡后参加皖南游击队，此后脱

产参加革命工作，担任区秘书。歙县人汪强华，1951年 4月入伍，次年 4月就地转业。歙县人方树仁原系松江同大茶叶店学徒，

到上海等地跑过小生意，1945 年入国民党军，1946 年在苏北被俘后参加华东野战军，1948 年山东莱芜战斗受伤住院，1950 年

退伍后到皖南中粮公司从事人事工作，1951 年负责中粮太平办事处。上一节对各行业的从业人数统计分析中，有二位干部的职

业构成难以确定。屯溪人汪灶鸿(汪灶洪)1953 年前一直在徽州学徒、工作，进入政府部门后担任安徽省公路局徽州公路段保卫

干事，后调芜湖公路段工作①84。黟县人汪运全的经历颇为复杂，他原在江苏小学(今花津桥)读书②85，1937 年逃难至铜陵、繁昌

等地种地，1943年经乡长介绍到无为县新四军临江办事处总队部警卫连，1944年日军扫荡被俘后释放，1945年在鑫鑫地下钱庄

                                                        
81①李甜:《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 6 期。 
82②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金融机构的起伏，参见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 911～912页。 
83
③芜湖市档案馆编:《芜湖市隶属关系与行政区划文件汇编(1949—1992)》，自印本，1993年，第 67 页。 

84①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85②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 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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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职员，此后与人合股做单帮生意，1950年至校产整理委员会工作③86。 

女性也是革命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黟县人黄育仁，原在本县机关任职，1958年调到芜湖。黟县人俞佩宣的家庭成分是“经

商”，分别在黟县蔚文小学、屯溪徽女中、黟县复旦附中、立煌安徽学院等校读书，解放后参加干校学习，先后进文工团、卫生

局、工业厅等单位，调上海学习一年多后，返回芜湖铁工厂任成本会计。 

五、结论 

通览上述 42个案例，虽不能涵盖旅芜徽商及徽州人生存变迁的全景，亦可概括出一些群体特征。 

首先，从徽商及徽州人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众所周知，传统徽商在

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声势浩大，但在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变迁中，徽商有衰落的趋势。于是，一些以往不

太涉及的行业及小本经营之事，对徽州人开始具有吸引力。在芜湖市总工会的成员中，徽州人就涉及诸多产业。其中一些行业

的案例对进一步认识近代徽商不无帮助，如本文提供的同庆楼个案丰富了对徽菜馆学徒和职员生存实况的理解，明远电厂的兴

衰对于理解传统商帮的现代转型及其历程有所助益。 

其次，徽商及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和社会流动之变迁，存在一个较明显的时间断面。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

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方式，1949年以后逐渐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方面，1949年前后旅

芜徽州人中出现“两降一升”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小贩的行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而外出务

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呈现向上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职业选择还存在行业差异。一方面，手工业、金融

业等传统行业的部分人群频繁地换行、换店，因为这些行业竞争力不高，业务起伏较大，容易导致失业;另一些行业的情况不同，

像明远电厂、芜湖报社、印刷厂等专业性强的新兴行业，人员流动性不高，职工队伍相对稳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尚未对旧商人开展社会改造。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社会危机，政府甚至出台一些鼓励政策，

如《安徽省摊贩管理暂行办法》在管理与指导摊贩规范经营方面就下足了工夫④87。劳动局等政府部门在解决徽商家庭的就业问

题上有过实际行动，虽然杯水车薪，毕竟对徽商群体的生存过渡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不过，在随后的时代洪流裹挟下，旧

商人很快就被新体制消化。20世纪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进

程，传统的籍贯观念也被彻底斩断，于是作为特殊群体的徽商消失无形，他们的经历变成各种登记表中“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等政治标签。 

作为普通职员、工人、基层干部、小商小贩等旅芜徽州籍小人物，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商人固然有所差异，但他们在时代洪

流中随波逐流或逆流而动的故事，可以为探讨徽商的改造与消亡历程提供一个区域性的案例。 

                                                        
86③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87④《安徽省摊贩管理暂行办法》，《安徽政报》1953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