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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外一李志》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历时数载编察部成。这是重庆市外事史上一

件值得庆贺的盛事。

《重庆外事志》比较全部培反映了重庆自清朝(1840 年)以来对外交往的历史概貌，保存和

积累了大量史料，对于我的深刻认识对井开放的国策，认真贯街我国独立自主的程平井交政

策，和极发展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对外交往，让世界了解重庆，让重庆幸向世界，更好地为捷

方玫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捂导作用。

重庆是中国内陆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外国人进入重庆始于明朝末年。鸦片战争

后，西方列强凭借洋枪洋脱逼迫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1876 年〉、《烟台条约续增条款以 1890

年)、《马关条约))(1895 年) ，辟重庆为对外通商口岸，致使重庆门户洞开。英、英、法、德、日、

意、葡等国家相握在重庆设立领事馆。 1901 年，日本人强行将南岸王家沱划为目租界。从此，

外国势力深入重庆，控制重庆海关，控制金融、商贸，控制长江水道。商船直摄万县、清霞、重

庆，大批洋货涌入重庆。弱国克外交，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是银不平等的。

.三十1世纪初，地处内陆的重庆人进…步觉醒，把视线移向海外，掀起了两次大的出国留学

热潮:一次在自本，一次到法国。从 1901 年至 1906 年，成渝两地公费租自费到自本留学的青

年达 800 余人。民国初年，又一挝青年为寻求科学、寻求真理、寻求民主，成批到法国留学。

1918 年，吴玉章发起四川留法黠工俭学运动，在重庆创建器法预备学校。邓小平、陈毅、聂荣

臻、刘拍虫、赵世炎等乘船东下，经上海去巴黎。在留法期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从俄菌十

月革命中看到了曙先，积极参加了以期恩来为首的中共旅歌支部的党团理织。剖国后，以革命

为职业，献身子共产主义事业，有的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租建设者。

抗日战争时期，因离政府在 1939 年 S 月，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一~器都，重庆成为全中国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击。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英、苏结成战时间盟，中国的目际地位大大提离，重

庆的井交外事泊动举世瞩昌。美国、英胃、法国、苏联等 20 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大使馆。问

盟国中回战区设立后，重庆成了亚搁及太平洋地IR对丑作战的指挥中心。世界各大通乱社，各

大报刊也传纷在重庆设立记者站或握自常驻记者。

拭战时期，重庆人民还为韩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提供了无私的帮崩。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抗战期闰，中共中央南方周利用合法地拉，朝极开

展强立自主的外事活动。在周恩来领导r.南方局外事组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

宣传鼠，成功地组织中外记者和美牢观察组到延安访问。拉战鼓科后，毛泽东至2重庆与国民党谈

判期间，广泛与升国军攻人员、外自记者，甚至美留士兵进行接触，消除误解，争取支持，但使了

《双卡胁定》的签署。

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期，由于重庆地处内陆，对外交往事务不多，当时的主要任务:一是

会问公安、工商、教育、文化、卫生、宗教等业务部门清查处理原外国在西南的领事馆、大使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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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及蕃茄工作。二是对外商企业的资产及经费远嚣，在详细蜜清的基础上分黠进行管制、征

购、征收。二是对外国人、外国赞美进行登记、管理，换发居留证手遣返离撞着手对违规违法者给

予处罚，保护了外国侨民的合法权益。四是接技由外国津黠的学校、在院等文化卫生事盘及经

济机构和宗教团体等。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重庆接待的外宾主要是前苏联、东欧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人

士。前苏联派出专家来敢庆协助重庆造纸厂改进生产技术，援助建设我国重点工程重庆发电

厂等项目。

六十年代，苏联撤走专家，越南、南尔巴尼亚源实习生来我市部分工厂实习培谢。

七十年代，来重庆的外国人主要是经济专家和文化界人士。 1978 年 6 另，重庆正式对外

开放。从此，重庆的对外交往揭开了新的一页。 1983 年，中央娥予重庆为经济计划单到城市。

1992 年，又黯予重庆事有沿海沿江开故城市的政策。 1997 年，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这使地处内陆的意IX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成了外国人关注的热土。到

目前为止，重庆已与世界五大讲11∞多个回家进行友好往来租贸易交往。许多外国商社、世界

500 强企业、跨国大公町、银行在重庆设立办事处。震庆常年聘靖了大批经济专家、文教专家，

也接收了车少外国留学生。重庆的 40 个旺县〈市〉已全部对外国人开放，每年来重庆参观考

察、洽谈投资、观光族爵的外罔人达 40 多万人次。码本、加拿大、英捕、柬埔寨、丹麦相继在重

庆设立了领事扭擒。重庆还成功埠举办了许多菌际性的会议，特财是 2002 年 4 月，成功地举

办了"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飞展示了重庆举办大型踊际会议的能力。今年 10 月，我

市还将举办"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届时将会有许多国家的市长前来我市开会。

对外交往是攻南姓的，在大量外器人来渝的国时，震庆也探出大麓的访问吕定出国门宜传

自己，利用与国外的各种渠道为蠢庆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总结历史经验，继往开来，嚣

重庆市的对外交往更加繁荣、活跃、兴旺。

综上所述，我市对外交往的情况，在此书里都有记载，它可以作为一本工具书，帮助大凉了

解重庆的开放历史，从中就得一些史料。由此，我摇向读者推荐这本《重庆外事态》。

但此本书古族之际，谨对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寨人员，致以衷心的潜意。

重庆市人员酣外事办公挂川在附
二00五年五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个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怒为

提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科学、全面、系统地记载重庆三百年对

外交往的历史和现状。

〈二二〉本志上眼为 1696 年， γ琅为 2000 年。个别史实上溯到明代、唐代。力求通贯古

今，详今明古。

〈二三〉鉴于 1日中国的屈辱外交与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有本段的这射，本志以重庆

解放为界，分上下两卷。 1949 年 11 月 30 写重庆解放以前的史实为上卷 1949 年 11 月 30 自

以后的史实为下卷。下卷以改革开放以来f 特病是直辖市成立以后的对外交往为重点。卷未

过大事记。重要史实作为"志"，编入上卷或γ卷p 一般史料作为 "j乙"，按年录入大事记。

大事记不叙述事件的详来。

〈四)本志涉及之机构、职务、中外地名、离名均以史实发生时之称谓记载，不踌时史

名，不爵人藏事，不评论。古代地名与今名有变化者，或踊今名，恶名指注其后$或用原

名，今名持注其后。

〈五)本志所周资料，来源于档案、方志、 æ 书、报刊、文献及其拖出版辑。接通剖，

不注明白处。

(六〉清末以来， )11 东 36 县的对外交涉事务分属重庆。 1997 年，万州、培陵、黔江又

到!入重庆政区。万、培、跨二三地，在历史上的涉外史实与爱庆难以春i裂。故，能够放集到三地

的涉外史辛辛均编入本志。尚未收集码的资抖，侠日后增补。

(七〉本志采用了《四川外事志》讨论稿和送审稿中有关重庆和)1]东的一些资释:采用

了《索庆与世界》杂志的若于内容;选用了《重庆大事记》、《重庆陪都史儿《史迪威与中

国》等书历史年表的某些条目，谱表谢意。

(八〉谬误、疏漏之处，企拾指正。.

主毒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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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外事志第一章

:上卷

: 1696-1949 : 

第一章重庆开埠

重庆开埠，有约 200 年的发展过程。先是外器传教士的进入，后是外国营鼓家的撞关，

这是开埠的前奏。外国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本平等的《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条款上

《马关条约>>，使撞庆开支患得以实现。重庆这个门户，是在威逼与屈辱下打开的。

第…节 外国传教士进入盟庆

好国持教士进入重庆这块地方，大纯要阜于鸦片战争工百年。明末崇祯年前，意大科籍

神父科类忠和蕾萄牙教士安文思到成都。然是重i重庆持教、定居。 1696 年〈清康黯 35 年) , 

法罔玛锋〈神父〉梁宏仁、略天祥在重庆定远坊杨家十字建天主堂。 1702 年〈清攘攘 41

年) ，法国传教士建光华楼教堂 (1860 年又重建天主堂)" 1850 年〈清道光 30 年) ，法医泰

神父到江津接管天主教务。 1856 年(清咸丰 6 年) ，法睦神父莲若瑟在重庆就任天主教巴黎

井方传教会川东教院宽敬。提黯在重庆及JII东各州、府、县援驻教士、建立教堂、发展道

众。 1864 年(清问治 3 年) ，耶苏教《内地会》进入重庆。 1881 年(清先绪 7 年)， ((美以美

会》在重茨建总觉。以后《美道会>> 08在2 年〉、《复i陆安息日会》、《圣公会》、《浸礼会》等

等相继进入，广为传教。据 1937 年的资料盖示，仅现今重庆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二三地

即有教会 12 庚，有中外教徒 3897 人。其中，外国教瓮挝人。

教会名称

~警tIt堂

重庆教会一览表 (1949 年资料}

摞各地址

米花梅 98 号

现梅各

民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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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各军事 摞各地址 现街名 悟道人数

法国天二是堂 天空堂备 32 着嚣堂 451 人

加拿大美以英会 小河颗城街 13 号 大井巷 238 人

美以美金 戴家辖 13 号 戴家替 458 人

法霞真元堂 建家桥 21 蜷望在巷 674 人

英基督教堂 放牛巷 8 号 放牛巷

英福膏觉 九块桥 九块桥 750 人

蚤农堂 圣关 13 人

法国三德棠 长十二间 26 长八间 12 人

法国天主堂 江花天主盘街 江北老城米亭子 541 人

在主播音盘 上克门浩 南岸上新街 19 人

法慧母JlJ惨遭院 南岸石柱湾 南岸鸡茄石麓母白 55 人

法天主仁爱盘 仁爱盘棋 15 号 渝中区出辑巷 637 人

传教士的进入，警来了西方宗教，也带来了某些西方文明。告鸣钟、黑朝机、牙辑、牙

粉、洋布、洋腹、洋火、洋碱等等，都是封朗的重庆人所未见。不少传教士本身就是教邦、

眩生，他们立稳2草根之店，捣毁地产，兴建广厦，也开办医院推行商眩，开办学校推行新

学。这既有利于震传教义、暖如群众，也有科于廉尉发展。法国传教士梁宏仁、毕天祥在建

天主堂时就开业行医，据称是重庆西医之首倡。私立蠢庆仁济医院就是英回信敦布道会差遭

到黛庆壳、教的樊立德创办的。樊立德本人不仅是传教士，也是…位西医婷。仁爱棠医院、宽

仁医院、政汉疗养院等等也都是由教会办起来的。教会不仅开办医院，还办护士学校，办普

通中学、小学。《求精商学院》、《求帮中学》、《启明小学》、《培幼托JLE吁》都是由教会创办。

教会创办新学…览表 (1949 年资料}

学校各称 地 址 起办时阁 教会各称

求精商学豌 中回路 1940 年 美卫理公会

撒德女中 曾家岩 1891 年 策以美会

广战中学〈原名广益书嚣〉 南岸文蜷蟠 1894 年 英基督教公谊会

明被中学 曾东岩 1912 法天主教会

精益中学 南岸弹子有 1919 年 加拿大姐州大会

文德女中 弹子石 1924 美卫理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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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称 地 址 起办时离 教会名称

启明小学 戴家巷 1894 年 美以柴会

广益小学 黄确橙 1905 英公谊会

明伦小学 小什宇 1910 年 加拿大四川大会 l

育成小学 攘LI.J 1913 年 卫理公会

光华小学 |撞ït榻音盘 1913 年 i 卫理公会

德音小学 大足县城 1920 法天主教会

求精小学 中四路 1922 年 美卫理公会

培英小学 |民生路 1935 年 法天主教会

德智小学 合JII县城 1939 年 法天主数会

求精幼稚国 |中四路 1946 年 美卫理公会

宵坊托儿所 戴家巷 1927 年 荧卫理公会

墙坊花JL所 础器口 1927 年 美卫理公会

仁济护士学校 离挣玄坛崩 1921 年 美道会

宽仁护士学校 i撞江路 1924 年 天主教会

武汉疗养护士学校 亭子坝 1942 年 策以柴会

西方传教士何时也指目光注视到市场、资源、交通这些经济问题上。他们带来西方商

品，本身就在试探市场的作用，他们带走土特产品，也带走了经济信息和资料。有的传教士

一边传教，一边搜集当地搬临灭绝的撞物，穆稀弱物，采集植物种子和标本，采集鸟类、斟

类制作你本，甚至带走活体鸟类及两槌爬行动物。在川市地眩，传教士收购的大熊描皮，制

作的大熊猫标本之多，古今罕克。有的传教士还较集矿产资源资料，采集带走样品，有的传

教士还考察河流、航道绘制院影。有的传教士收集市场、金融信息，作出评佑。种种资料带

回器内，有的进入了大英博物锚，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还出版专著。巳渝地区市场、资

源信息的传播，大大鼓舞了西方曾险家们向蠢庆进军的兴趣。冒险家们紧随传教土之后，以

重庆为桥头堡，进军四川，进军西南。

第二节外囡曹险家撞关

从鸦片战争黯重庆正式开埠有整整六十年时间。在漫长的六十年中，虽然有捷门阻隔，

虽然有川江津险，都阻止不了营险家的发财美梦。仅管他们在征服川江险滩中也付出了生命

军Q财产的代价，但利益驱使他们承无体止。冒险家们的行动，与其本目政府的扩张政策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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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因而，也得到本政府的支持，得到了传教士的支持与接应。

1861 年〈清咸丰 11 年) ，一批啻险家从宜品乘木帆船上溯川江，沿途搜集水流险滩资

抖，至奉节陌止。运国宜晶后，他们提出了轮船人]JI应具备的条得，鼓励窗险家上溯囊庆进

人回南搜地。 1865 年(清同治 4 年) ，法国一支探险测量队白云南进人四川、到达宜宾、

庆勘测矿藏。 1869 年〈清同治 8 年〉农历盟月初一，英国驻汉口领事亲自串马，带领一行

人抵达重庆。在重庆停留一个月，清查市场，评结经济， q交集土特产样本，写出了直接开放

四JII重庆的计划，上摄给英国政婿。此前，英国驻上海总商会代表密琪、锦朗西斯还受英国

政府指援潜人过重庆，对市场、土特产、矿产、交通作过全国考察，向英罔政窍提出过报

告，要求开放重庆。汉口领事亲在到重庆，只不过是为了对精琪、佛朗西斯报告的印道。继

英国政府之后，法国也接踵雨来。 1872 年(清罔治 11 年) ，法国探险家堵布益率考察团由

越南出发，先到云南，后到四月，最后到达重庆，再乘船东下。英法政府的考察，都得出同

样的结诠:必绕开放重庆，打通四川和欧洲的直接联系。于是， 1872 年，英霞以富会联合

会出圃，由上海英商会通过外交策道向清政商提出将重庆开辟为商埠的要求。虽然未获同

意，但这对冒险家们是一大鼓舞。

晚清时期外剧人探巍、考黯重庆…览

年代 勘票、考察部体名称 勘察、考察目的及地球 结 诠

1861 年 外〈姓国名商不险详家〉一行多人 从件宜昂~奉节考寨)11江航行条 晃写书出"轮船人川应具备条件"

1865 年 法国探梅鼠 探查黯费y宜宾、重庆一带矿产 ;2!'3?i探出矿《i回日到》矿说》及《姆岗至叙

盲目摆上海总商会费琪，佛考察重庆经济，评悔庆市场 得洲出的必联须系开放庆打通四川与欧1

1869 年 英国驻技口领事一行 考察重庆市场 接向英告犀政府提出直接开放重庆的;

1877 年英国驻重庆驻寓官员员德禄 考云以重雨察庆十多为个出州发、点府， 、rJ县历作四市川场、 况密给建茨周阔地醋，果t市经济情

1881 年 英〈谢国真驻正塞〉亲领事贺茜 ;再王二从斋重庆出发，考察四州、 写洋货出必《须洋差货异贸!征易通报行告的书兑》解, 提出

1883 年 英酶立棒罗 沿考察长能江溯道江部上，行程 40 天， 著定开《辟经j过11 江杨航子线江三棋游记)) , 决

1894 年 法摆远在E队贝德禄 考及设察川立领江航事务暗条，考件察章庆市场

1896 年 日本驻上海领事珍团结日 考费i察开辟重重庆设庆领吕事租馆界条件费步谈 2在订重庆日租界界址合同

1896 年 法器里昂开发中嚣考赛因 南取道经去济商、人矿产四历川一、重年庆调查西

1896 年 英昌驻广州领事白瑞兰 奉场英，历政府时令…周，再次考察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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