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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世杰 文｜

无锡早期金融机构无锡早期金融机构
金融是社会经济的命脉，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物质基础的保障。中国早期的金融机构

有典当、钱庄和银行等。无锡历史上金融网点林立，金融资本雄厚，资金交易活跃，金融市场
繁荣，无锡由此成为金融发展的福地。

〈 无锡典当 〉

典当亦称“当铺”“押店”。旧中
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
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最
早的典当为南朝时寺庙所经营的当
铺。历代典当名称不同，有“质库”

“质肆”“解库”“长生库”等。典当抵
押品成交后，付以收据，称为“当
票”。质押期限自六个月到十八个
月不等。过期不赎，典当即没收其
质押品。质押放款额一般在抵押品
价值的五成以下，利率极高，剥削严
重。

无锡典当业起源较早，远在隋
唐时期就有此业，到明清有较快发
展。无锡具有规模的典当，始于清
同治八年（1869），由武进人盛宣怀
与汪某合资在县城北门外吴桥堍开
设的济通典当；同治九年（1870）又
有邑人丁佩卿在城内中市桥开设济
顺典当；陆伯英在城中长安桥旁开
设允济典当；须沛若在荡口镇开设
永裕典当。为适应民间借贷需求，
清政府鼓励开设典当，典当经营稳
定，获利丰厚。到光绪三十四年
（1908），无锡县共有典当25家；到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无锡全县典
当增至33家；抗战期间，典当更名
为质店，抗战胜利后，无锡质店已发
展到98家。

无锡典当老板大都是徽州人
氏，其拥有当铺地产也是徽派建筑，
墙高宅大，大门厚逾半尺，门边有一
块镇门大石臼，十分威严。当铺柜
台高约六尺，徽州朝奉高高在上，去
典当百姓只好抬头举手，递上当物，
经朝奉仔细察看，然后讨价还价，一
旦成交，就由朝奉以唱出歌词报给
里面账房开当票、发银元。

在当铺过期财物没当，珠宝、古
董、字画类自有经营者前来议价收
购。占多数的服装，先将名贵皮毛
个别标价，其余衣服集50件或100
件打包，统一标价，由专售旧衣服的
估衣店（提庄）收购销售。无锡北塘
大街估衣店最多，有宝裕、宝大、协
昌盛记等10多家。北塘大街人流
量大，估衣店在店内将几件质量较
好，成色较新皮袍子挂在墙上，作为
样板吸引顾客。估衣店在店门口搭
一个堆放旧衣服的平台，由两个伙
计搭档，沿街叫卖。两人配合默契，
声调有板有眼，富于节奏感，把一件
件衣服亮相，说尽优点；有时还“斗
气”，一个喊10元一件，一个喊6元
一件。这些八成新的衣服比做新的
可便宜大半，伙计们还会再加上插

科打诨，以此便宜价格引来路人围
观抢购。

〈 无锡钱庄 〉

钱庄是旧中国经营货币信用业
务的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各城市，如无
锡、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
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
广州等地则称银号，性质与钱庄相
同。在汉口、重庆、成都等地，则钱
庄与银号名称并存。早期的钱庄为
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大的钱庄，
除办理存款业务、开发庄票外，少数
还发行银钱票；小的钱庄仅从事兑
换业务，称“钱店”。

无锡钱庄起步较早，明万历年
间（1573—1620），无锡已有换银的
钱铺，清咸丰元年（1851）设有公记
钱庄。同治八年（1869）无锡县署账
房单毓德创办恒德钱庄，经营存、放
款和汇划等信用业务，这是本邑钱
庄史上汇划式钱庄第一家。在辛亥
革命前，无锡在北塘直街，自大桥至
财神弄间，几乎都为钱庄占有。光
绪十四年起（1888），江浙两省集中
在无锡采办漕粮，每年约130万石，
无锡米市兴旺，堆栈兴起，丝蚕年年
获丰收，木织丝厂纷纷开办，制纱布
厂创办，无锡商品经济发展也促进
了金融业发展。当时有钱庄兼营土
丝，店面为土丝行，对外专收购农户
手工制丝；房屋后作贮货堆栈，中堂
客厅作钱庄。

钱庄放款对象为季节性的：初
夏为生丝干面（土面粉）；秋间新花
上市，为花纱布行；冬季为米主要是
漕米。而以冬季为旺季，余则为淡
季。规模大的钱庄，一般情况放款
十余万元，到旺季增至二三十万
元。当时苏州尚以银两为货币单
位，称为银款；无锡则以银洋计算，
称为洋款。无锡向苏州吃款，约以
银六钱八分作洋一元吃进；而还银
时，以洋一元作钱七钱二分。米商、
生丝商、木行商等吃款利率一般为
月利一分半左右。

钱庄资金雄厚，业务量较大，同
业间业务往来日益频繁。光绪二十
五年（1899）八月，成立无锡钱丝两
业公所，在前竹场巷中段所建造的
三开间四造两层楼房，为钱丝两公

所办公大楼。在此处还设查账处，
办理同业汇划市场、同业中进行银
两汇兑、拆放、贴玩等交易业务，这
是我国较早的票据交换所的雏形。

清末，政府鼓励办实业，钱庄资
金大量进入工业，此时无锡钱庄已
达14家：（1）达源钱庄：经理单蓉
坡，在太平天国后（1868）开办；（2）
义和钱庄：经理江焕卿，在太平天国
后（1868）开办；（3）德丰钱庄：经理
范熙臣，光绪初年（1875）开办；（4）
广生钱庄：经理荣德生，光绪二十二
年（1896）开办；（5）正康钱庄：经理
殷揆卿，光绪三十年前（1903）开办；
（6）广城钱庄：经理唐子良，光绪二
十九年（1903）开办；（7）怡昌钱庄：
经理周舜卿，光绪三十年（1904）开
办；（8）同和钱庄：经理吴玉君，投资
人杨宗瀚，光绪三十年（1904）开
办；（9）汇源钱庄：经理张荣溪，投资
人孙蓉伯，光绪三十年（1904）开
办；（10）元康钱庄：投资人张敬仲，
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11）裕宁
官钱局：清政府苏州藩库拨款在光
绪三十四年（1908）开办；（12）恒升
钱庄：荡口华姓大地主开办；（13）知
仁钱庄：吴保三任经理；（14）穹茂钱
庄：殷俊卿任经理。

〈 无锡银行 〉

银行是通过存款、放款、汇兑、
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信用
金融机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银
行实现国有化，国家银行成为国家
的货币发行和信用机关。通过动员
闲置资金、集中信贷、组织结算、调
节货币流通、代理国库等职能，为国
家有计划地组织管理流动资金。它
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资金活动的中心
和枢纽，也是国家通过货币形式对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进行监督
的重要机构。

中国是世界上的“储蓄大国”，
中国老百姓有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喜欢将家中闲置资金存入银
行。据统计到2020年5月，中国居
民在银行存款余额达88.29万亿元，
按当前中国14亿人口计算人均存
款约6.3万元，这笔巨额存款也为银
行信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
济发展是沉重的打击。世界各国中
央银行果断采取措施，为企事业单
位贷款降低利率；并拨出几十万亿
流动资金援助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为困难民众发放救济金，帮助渡
过生活难关，充分彰显出银行在化
解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关键
的作用。

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是意大利
1580 年在威尼斯成立的银行，其
后，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德国在汉
堡，英国在伦敦也相继设立银行。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世界各
国银行得到了普遍发展。

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
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
发展仰赖银行为它提供贷款，融通

资金；工商业发展也为金融业扩展
平添翅膀，彼此休戚相关，兴衰共
存。

1906年由无锡人周舜卿出资
50万银两，在上海兴办信成商业储
蓄银行总行，并出任总经理。1907
年在无锡开办信成银行无锡分行，
这是无锡第一家银行，由蔡缄三出
资10万银两，并任银行经理，行址
在北塘财神弄口。

信成银行无锡分行业务分商业
和储蓄两部分。商业部分以发放信
用借款为主，兼做押款。信用借款
的对象为殷实厂家、典当、米行、堆
栈等。其中与蔡缄三有关的永源生
米行、复生堆栈等借款数字最大。
押款方面，则无论厂房生财、丝蚕货
物、金银栈单等都可抵押用款。当
时振新纱厂、茂新面粉厂用款甚巨，
用其厂房等生财全部抵押给信成分
行。储蓄部分分长期和活期两种，
长期存款月息约八厘；活期存款利
率不固定，视当时银根状况，由钱业
同业公议而定多寡，月息通常在四
五厘。吸收存款利息低，贷出的利

息高，因此，开业后，营业尚称发
达。每年结算，盈余倍增。此外，信
成银行还报请清政府核准，发行纸
币，流通市场。

1907年2月，信成银行无锡分
行成立开幕那天，无锡、金匮两县知
县率文武官吏、地方著名绅士、各界
团体头面人物都礼服盛装，前来庆
贺。

接着，各级各类银行纷纷落户
无锡，据统计，至抗战前，无锡已有
大银行10家，并成立银行公会和票
据交换所。全盛时期，无锡有公私
银行59家，北塘集中有42家，其中
在1910至 1933年创办的银行有：
大清银行无锡分行、江苏银行无锡
分行、中国银行无锡分行、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实业银行
无锡分行、中央银行无锡分行、大陆
银行无锡分行、江苏农民银行无锡
分行、中国通商银行无锡分行、中南
银行无锡分行、浙江兴业银行无锡
分行、亿中银行无锡分行、田业银行
无锡分行等。

无锡解放后，1949 年 4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无锡支行入驻北
大街前竹场巷，1953年7月改称人
民银行无锡分行，并迁至西门外德
源路新大楼对外营业。主要金融机
构的转移，宣告前竹场巷金融一条
街的一段辉煌历史结束，但旧建筑
仍然存在，可作为金融历史文化街
区加以保护、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