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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重庆，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在构建西部文化高地以及长

江上游的文化中心；历史上的重庆，则是中国甚至世界许多关键时刻、关键事

件的关键地。因此，让重庆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重庆的历史文化进行系

统的学习和认识，从而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是非常必要的。

该套教材便是专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和认识重庆历史与文化而编写的。

作为服务于地方课程的教材，编写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的把握：1）既要避免

与现行国家课标教材在知识点上的重复，又要做好衔接，使其成为课标教材及

其教学的有效拓展。2）在内容讲述上，既要按照重庆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进行，

又要避免过分系统化和面面俱到，做到在宏观上了解重庆历史文化和不增加学

生知识学习负担两方面的平衡。3）强调了可读性和实践性。地方课程在课时

方面的限制，决定了课堂的教学只能是引导性和概要性的，因此，在教材设计上，

必须为学生的课后自读和实践提供非常丰富的空间和材料。 

根据以上原则，本系列教材的编写方式如下：

1. 以历史时期为基本的编写线索。与现行《历史》课标教材相呼应，参照

重庆历史进展的具体情况，依次按照远古及奴隶制时期、战国秦汉时期、三国

至隋唐时期、两宋及大夏时期、明清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时期、五四运动前后

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顺序组织材料。为了便于

学习，每个时期作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构成一册，分别供 4—8 年级使用。

2. 每个单元的材料组织方式为：1）导读部分作一个简短的介绍，主要就

该时期全国及重庆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作简要介绍，使读者在宏观上了解历史

的同时 , 明确二者之间的呼应关系；2）围绕该时期作为重庆发展之历史节点的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组织若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使读者认识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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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化概况；3）围绕重庆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根据故事所描述

的人、事、物组织三则左右的“拓展材料”，以使故事所展现的社会历史更细腻、

更丰满、更生动；4）最后附一些不同时期、不同视角下描写重庆文化风情的诗

篇文章，以引导同学们对重庆历史文化之情感体验得以升华。

3. 为了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在编写力量的组织方面，既有来

自地方史研究机构的专家，又有来自重庆市知名中小学的历史名师及进行重庆

主题文化创作的作家；可以说，在编写上汲取了历史专家、教育专家、文化学

者的各家之长，尽可能做到科学性、可读性、教育性的平衡，做到不增加学生

负担的同时，使学生真正理解重庆的历史文化。

教材的编写既要守成又要拓新，所谓守成也就是要保证知识的科学性和重

要知识点的不缺漏；所谓拓新，就是要尽可能以新颖的、受读者欢迎的材料和

新的体例来组织教材。如果只是守成而无拓新，同一门课程的教材基本上就是

千人一面，也没有出版第二本的必要了。因此，在本教材的编写上，我们在注

重知识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实现一些小突破，也就是打破传

统上过分强调系统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方式，用重大历史节点的故事、文化

资料、实践活动等来组织材料。这个尝试虽然经过我们反复的讨论，但在实际

的教学中能否受到欢迎、效果如何，尚待检验。在此，我们也期待老师和同学

们不吝赐教！

因时间短，编写任务重，部分图片或选文未能联系到作者，请相关人员看

到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重庆历史与文化》编写组

                                                                                                  2013 年 12 月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

从刚开始的沿海地区一步步深入到内地。从 19 世纪 60 年代

开始，一批英国冒险家就积极准备在长江上游地区实现通航和

通商，而他们指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重庆。经过 30 年的努力，

1891 年 3 月 1 日，由英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重庆海关正式开

关。这一事件，成为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起点。随后，

日、法、美、德等列强纷纷向重庆发展。

随着西方国家势力在重庆的发展，洋教与重庆人民的矛盾

凸显，重庆民众行动起来，发生了两次重庆教案、余栋臣武装

起义等一系列事件。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中，重庆的民族

资本主义出现了，工人阶级产生了。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

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逐渐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

年，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重庆宣布独立，成立重庆蜀军政府，

清政府在重庆的统治结束了。革命虽然还未成功，但只要有重

庆人民前赴后继的努力，希望就在前方。

在那些带领重庆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主共和的英雄中，

我们不会忘记有着“近代史上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

称的宋育仁。甲午战争中，他在危难时刻出奇谋，只可惜壮志

未酬；戊戌变法中，他来到重庆，办《渝报》、兴学堂、促维

新，只可惜再遭牵连；并未气馁的他半年住在乡村，半年住在

< 导   读 >



城市，为文化的传递奋斗终生。

我们也不会忘记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留学日本期间，

他智斗好色的清廷走狗学监。让我们激情澎湃的是他撰写的被誉

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为腐朽的清王朝敲响丧钟的《革命

军》的出版，还有他那为了革命慷慨赴义的英雄气概。

我们同样不会忘记四川保路运动中众志成城的广大劳动人

民，辛亥革命中重庆地区打响革命第一枪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积

极组织配合的同盟会重庆支部的主盟杨沧白。正是有了他们的共

同努力，才宣告了重庆的独立和重庆蜀军政府的正式成立。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些英雄人物的铸就离不开重庆这方

水土。说到重庆的山山水水，就不得不说重庆的码头。重庆因码

头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让重庆人能够有宽阔的胸怀去吸纳外

面的世界。这铸就了重庆男儿热情似火而又坚韧豪迈、女儿柔情

似水而又英气勃勃的性格特征。

在重庆的土地上，还出现了一位自称“硬汉”，被誉为“联

圣”的钟云舫。如果说《离骚》是中国古典格律文学第一篇伟大

作品，那么钟氏狱中长联则是中国古典格律文学最后的绝唱。他

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中国第一长联的呢？请看本册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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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短短的几句诗，却饱含了人生的无奈与辛酸。而其中对于“柴”的使用，又有

几个重庆人知道它艰辛而复杂的历程？

在重庆开办自己的火柴厂之前，重庆的火柴主要由广东等地输入。当时火

柴是外来品，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或有钱人才用得起，普通百姓家依然用火镰敲

击燧石取火。而“重庆制造”火柴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在本

重
庆
火
柴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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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生产，原料和人工都出自

重庆，成本降低了很多。重

庆火柴的售价仅是外来火柴

的十分之一左右，这就让普

通人家也消费得起了。

关于重庆最初的火柴，

在 1993 年版的《重庆市江

北区志》有这样的记载：“清

光绪十六年（1890 年），朱元海即在溉澜溪创办丰裕火柴厂……”“丰

裕火柴厂是‘洋火厂街’的第一家火柴厂，重庆自己造的第一根火

柴就出自这里”。

从“丰裕火柴厂”开始，又有十几家火柴厂先后在此处创办。

由于当时称火柴为“洋火”，人们逐渐将此处称为“洋火厂街”。 

洋火厂街尽头是一条河沟，河沟的一侧，残垣断壁破烂不堪。据考证，

1890 年，朱元海创办的“丰裕火柴厂”就在此处，当时的厂房只不

重庆丰裕火柴制造厂火花

1_ 重庆最早的近代火柴业

近代重庆工业产生的最初形态是城市工场手工业，而首先

出现的民族工业是火柴业。 以川商卢干臣和邓命辰为首的一批

爱国商人，不堪忍受外国人的经济侵略，为挽回中国权利，毅

然将设在日本的森昌火柴厂机具装运回国。 1891 年在重庆的

王家沱、大溪沟，各添资本，艰苦创办森昌泰、森昌正两厂。

以低于外国火柴价格，在全川及西南各省销售。这种强烈的爱

国行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两厂资本

为 8 万两白银以上，年产火柴 12．6 万箱，主要供给全省和邻

省，年销售量总值在白银 25 万两以上。两厂为重庆第一家近

代工业企业，也是四川和西南的第一家民营工厂。到 20 世纪

初，重庆火柴厂发展到 6 家 ( 内有 2 家是日商，1 家是德商 )，

形成了与上海、天津等沿海火柴生产中心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在火柴业里产生了重庆最早的民族资本和近代工人。

  延  伸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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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河沟边上的几处吊脚楼。但就是在这样的吊脚楼里却点燃第一

根重庆造的“洋火”，同时也点燃了重庆人民新的生活希望。

现在，如果走到江北区文峰塔山山脚下，你只会看到一段不到

50 米的石板路，连着一段高低不平的土路，静谧荒凉。其实许多人

都不知道，这儿曾经人来人往、店铺林立，“洋火厂街”的名号更

是远近闻名。多的时候，这里有火柴厂及配套厂家近 20 家，从业人

员近千人。火柴行业的兴盛，带动了印刷、包装等行业的繁荣，一

重庆塔子山文峰塔

2_ 川商白汉周

1902 年，川商白汉周带了两个工匠游历日本，参观和学习国外的制造技术。大量参观学习之后，

他们觉得只有织造毛手巾这一样，容易学得精。如果学好了，在国内织造和销售，足以抵制外国同样的

货物进入中国，则中国的利益不至于外溢。于是，白汉周将两个工匠留在日本继续学习。1903 年，两

个工匠学成回渝。白汉周购买了织造毛手巾的机器回到重庆，并照样制造了二十余架，开设昌华公司，

精工织造，货色与外国货无异，畅销获利，昌华公司生产的毛手巾有力地抵制了外国的商品输入。后来，

昌华公司改名为振华公司。

  延  伸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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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度让“洋火厂街”成为重庆地区“好工作”和“好收入”的代名词。

此后，洋火厂街的老板们又先后在重庆周边地区创建了许多火柴厂。

合川火柴厂就是在 1893 年由“洋火厂街”的一家火柴厂的老板到合

川创立的。而重庆火柴厂也是一个名叫刘鸿生的商人创办的。他在

抗战期间学习和创新了“洋火厂街”的火柴工艺后来到綦江创建了

他的事业，其生产的“大中华”火柴，成为当时重庆最响亮的牌子。

而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洋火厂街”在走过清末民初的鼎盛后，

就开始日益萧条。1956 年，重庆东方金属冲压合作社学到新工艺，

开始生产打火机。

刘鸿生和他的“大中华”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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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辉煌在打火机闪起的火苗中很快烟消云散。火柴随后逐

渐被打火机取代，“洋火厂街”也日渐萧条，直至最终废弃，只留

下今天的石板、尘土、断垣残壁。

2011 年，重庆地区最后一家火柴厂——具有 118 年历史的合川

火柴厂宣告破产。从此，那些曾无数次点亮重庆的夜空，给重庆人

民点燃生活希望的“重庆造火柴”，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后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

昔日的合川火柴厂出品的“纺织女工”火柴

3_ 鹿蒿玻璃厂

重庆玻璃工业虽然早在 19 世纪 60 年

代就已开始，但均系土法生产，效率低，

产品质量也不高。1906 年，在江北刘家

台建成的鹿蒿玻璃厂，是重庆第一家，也

是西南地区第一家使用现代先进技术设备

生产日用玻璃制品和高级美术玻璃器皿的

玻璃厂。其创办人何鹿蒿曾留学日本，专

攻玻璃生产技术，1905 年在日本加入同

盟会，主张实业救国。他在日本购置了全

套玻璃生产设备和各种化学原料到重庆办

厂，是全国第一批近代玻璃生产企业。其

产品精良美观，曾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一

等奖。

  延  伸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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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传教士来中国所谓传递上帝的福音，已有 400 年的历史。

早在 1640 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就率先入川。两年之后，司铎安文

思也从杭州来到四川。1713 年，更有司铎费隐、潘如奉康熙皇帝之命，前往四

川绘图，受到地方官绅的热烈欢迎。此后，天主教在四川得以传播。1891 年，

重庆开埠后，正式登记在渝的外国教会共有 7 个，传教士 175 人，教徒 10 万余人。

外国传教士来四川后除了在教堂传教外，还开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

重庆教堂及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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