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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刘开元

《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是盛世修志的产物。

《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是一百多年来，生长、生活在市中区的文学家、艺术

家、文化名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精神财富．

《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领导下，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方法。编纂的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和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新型志书．

我们祖国有着极其悠久的文化历史，炎黄子孙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世界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历来，各种方志和专志都起

着承先启后、反映史实、推动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作用．

重庆市市中区的文化同全国各地一样，源远流长．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本着如实地反映市中区的文化历史面貌和轨迹的原

则，编纂了《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希望她成为我国璀灿夺目的文化宝库中的一

颗小小的明珠，作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传之后代，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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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金祥明

《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问世了．它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盛世

修志的产物，又是市中区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三年来辛勤劳动的果实．

重庆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而成的半岛式的市中区，是一块名

人荟萃、著述繁浩的文学宝地．

清代进士、著名诗人、散文家宋育仁；革命军中马前卒、著名新型散文《革命军》

作者邹容；辛亥革命。开国诗人”杨沧白等，在市中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我国现代

著名。白屋。诗人吴芳吉，就出身在市中区杨柳街(现中华路)．天官府八号曾是著名学

者、作家郭沫若的故居．他们在这里为我国文学史留下了许多闪光的篇章．

特别是抗El战争期间，市中区成了全国大后方文学艺术活动的中心，如中华文艺界

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均设在

市中区．与此同时，众多的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艺术家，如郭沫若、茅盾、冯玉

祥、老舍、艾青、阳翰笙、何其芳、许地山、巴金、夏衍、田汉，臧克家、碧野、徐悲

鸿等纷纷云集此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L部抗战期间大后方文学艺术史，许多闪光的

篇章都是在重庆市市中区这块土地上耕耘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市的三次文代会及西南区第一次文代会都是在市中区召开

的．建国40年来，在市中区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先后出版了《红岩》、《丁佑君之

歌》，《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彩色’的夜》、《绿色的音符》，《寻梦者的歌》、《乡音》、

《绿色小Ⅱ昌》、《玉娇龙》，《黑凤凰》、《夏天到来虫虫飞》、《报童的故事》、《山河恋》、

《忧魂》、《雾都》、《巴人乡趣》、《罗世文传》、《留在红叶上的梦》等小说、散文、诗

集、儿童文学作品等著作一百多种书目，构织成了五彩缤纷、璀灿夺目的重庆市市中区

文坛图景．
’

戏曲活跃在市中区，同文学相互辉映．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雾季公演”，不但活跃

了重庆戏剧舞台，而且唤起了民众，教育了人民，使许多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奔向了烽

火漫天的抗日前线．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修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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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民总动员》等。都是在重庆市中区创作、首演，继而推向全国的．伴随着戏剧的

繁荣，白杨、张瑞芳等当年的青年演员。也是在市中区的舞台上逐渐成长而知名国内外

的．
‘

．

解放后，重庆市中区戏剧界。虽然不能同抗日战争时期相比，但仍然一派繁荣。犹

如上升的螺旋．先后推出了《望娘滩》、《丁佑君》。《红岩》、《孔雀胆》、《四十年的愿

望》，《一个木工》、《龙泉洞》、《红云崖》，《麻辣烫》、《火把节》等比较成功的戏剧。戏

曲作品，遂使重庆市中区的戏曲螺旋，不断地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市中区还是全国新闻出版机构最密集、最多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

时期(1937年一1945年)在重庆市公开发行的全国180多家报纸中，有160家在市中
区编辑出版．

一个地区的各种出土文物、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的多寡，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

的文化史实．。文物篇“选编在市中区的全国、省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巴蔓子墓”，。张培

爵烈士纪念碑”、。罗汉寺石刻”、。东华观藏经楼”、。辛亥革命四川烈士纪念碑”，。中苏文化

协会旧址”、。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邹容烈士纪念碑”，。苏军烈士墓”等三十二处，这些

文物保护单位，充分展示了市中区的悠久文化史实．

实践证明，编志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但愿凡是翻阅过《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

志》的人们，能缅怀先贤，吸取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营养；同时也振奋精神去创造开

拓。为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做出新的业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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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伯通

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从周代巴子国都江州到作为巴郡、渝州、重庆府治所江州

县、垫江县、巴县城，都位于今天重庆市市中区．重庆市市中区历来是这个军事、政

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神经中枢，有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发展到宋代以后，文化的兴盛

‘特别是这座名城的集中表现．

四川在西汉属益州刺史部，地处西南边陲，文化比较落后，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汉

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太守，力图改变落后面貌。尊崇教化，不断选拔人才到京师受业

博士；又修起学官招下县子弟，形成制度。由是蜀郡、巴郡文化大兴，比于当时先进地

区齐鲁．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循吏传·文翁传》最后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

也．。文翁以后二千多年间，重庆文化不断发展，至明代特别突出．明代重庆为大府，领

三州十七县，单以在今市中区的首县巴县(府县同城)而论，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间，

举进士第达一百一十二人．蹇、刘、牟、曹称明代巴县四大世家，科第蝉联，世代簪

缨．进士中计位至三品以上的，有东阁大学士(丞相)一人，尚书四人(兼大学士未

计)，正副都御史(监察机构长官)十五人，侍郎二人，寺正卿一人，．布政使八人，按

察、盐运使七人，共三十九人．明宣宗赐给太师、吏都尚书蹇义的天官府。礼部尚书兼

东阁大学士王应熊的别墅莲花池，至今保存为街名；旌表礼部尚书刘春的榜跟坊，二十

年代末改造旧城以前遗迹犹在当时的柴家巷(今邹容路)．此仅就巴县而言，重庆府属

其余州县人才也盛不计．
。

重庆天险，兵家必争．明清之际，张献忠部义军、明军清军在重庆反复形成拉锯

战，终清顺治朝(公元1644至1661年)。战乱历时十八年之久，重庆遭受空前未有的

破坏，衣冠文物，几乎全部毁灭．未久吴三桂叛清攻陷全川，又经六年战争．以后清王

朝在重庆的统治稳固，经过长时间的休生养息，重庆才逐渐得到恢复，但仍远不能与明

代相比．巴县举人刘慈在《渝州杂感》中深深感叹：。害气消残井络昏。衣冠人物冠中

原．．．．．．宋明卿相人无数，过眼豪华未足沦．。尽管如此，重庆在清代毕竟还是四川的大

府。更是西南的经济中心，仍不失为文化名城．何况，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对于吸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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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化方面。重庆据地理位置之利。在西南跃居优势．’

清光绪十六(1890)年清廷在英国胁迫下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

埠．重庆开埠固然是西方列强以重庆为基地侵略西南和四川的开始，但客观上也促使重

庆成为西南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窗口，在吸收新文化思想和救中国的革命道路方

面，也走在西南各地的前面．就在开埠后两年。即光绪十八(1892)年曾参赞清廷驻

英、比，瑞，葡、奥诸国使馆并出使日本的黎庶昌(莼斋)任川东道员。为了顺乎时代

潮流，适应国际环境的需要，创设川东洋务学堂，为清廷废科举前在四川创设官立学堂

之始，走在西南各地的前面．

中国近现代史说明：新文化思潮和运动，导致社会巨大变革。导致革命。而革命运

动总以优异的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学校为基地。然后扩大到广大群众，就重庆论重庆。

辛亥重庆光复如此，五四运动在重庆如此．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也是如此，抗日战争中

的重庆便不同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

都，又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形成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只领

袖西南而已．不仅如此，1939年5月5日重庆升为与省同格的特别市，1940年9月6

日更定为永久陪都．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全国著店的高等院校，主要的报社．通讯

社、出版机构、文化学术机关团‘体、文学艺术团体都集中到重庆来了，许多全国知名的

专家，学者、作家、诗人、戏剧家、艺术家、演员多在重庆，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为有

史以来所未有，构成重庆历史极为重要的篇章，为后世子孙所神往．这些文化艺术活

动．对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并

终于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于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重庆仍然是特别市，仍然是

中国的陪都，政治上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抗战八年多来文化艺术的高涨，带来广大人民

的空前觉醒．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求民主，要求进步如火如荼．仅仅经过三年多的

时间，国民政府就分崩离析，移往台湾，赢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1月30日进驻重庆，12月中旬宣布重庆为中央直辖市，1950

年1月在重庆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未曾降格，重庆的文化艺术因而在新的条件下

又有新的高涨．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各大区并改变若干省市建制，赓即西南行

政委员会撤销，重庆降为四川省辖市．建制的改变虽然给重庆带来不小的影响，而重庆

文化艺术经过抗战时期的繁荣发展，基础已固，经过重庆人民的积极努力。还是有所弥

补而不衰．

重庆市市中区是全市的神经中枢，市中区的文化艺术，好些方面与全市的文化艺术

分不开．1929年2月重庆建市，市区全在今市中区内，以后才扩大的．因而《重庆市

市中区文化艺术志》与《重庆市志》相应的分志内容多同，只是着眼角度不同，随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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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取舍，叙述的详略。结构的部署。问题的提出都不尽相同．处理得当，既互相照

应。互为补充，又独立成篇，各得其体．

用文字记下自己的足迹。使前面的路越走越平坦宽阔，至此人类文明又步入一个新

的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达到这个阶段的古国之一。而且延续不断至今，自有其高层

次的文化传统．中国一个朝代有断代史，一个地方有地方志，文化连绵向前发展，但也

随时受社会动乱的影响，文物图籍毁损散失。有时十分严重，造成文化倒退，也造成地

方志中断．明万历以后二百余年重庆无《志》，到了道光二十三(1843)年才重修《重

庆府志》，以后至1913年府废也未曾再修，迄今又是一个半世纪．由此可见，修志机会

难得，不仅要有和平安定的环境，还要有执政者明达事理，高瞻远瞩。一直到八十年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进行拨乱反正，修志工作才提上日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

展开．

这次修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第一次．新方志既要继承中国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无所畏惧，秉笔直书的高贵传统史德。更要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

把资治、教化溶解在忠实存史之中，在科学性中体现思想性．略古不能草率带过，要理

出头绪，弄清来龙去脉，起到鉴古观今的作用；详今不能堆砌材料，要用史实反映过去

的成绩经验，更切忌讳言缺点失误．从过去的足迹中摸索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

结过去，掌握现在，展望将来，用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建设，鼓舞我们在社会主

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在修志中，我们还得通过工作实践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

学。紧紧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锐利武器，继续克服理论上的。左’和僵

化．一定要使我们修出的《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仅使当代信服，也要使后世信

服，不给后代子孙留下可翻之案。 ．．

这部《重庆市市中区文化艺术志》横排纵写，纵横结合，力求详今略古，繁简得

宜．我想，有十年来思想学术理论界的拨乱反正，有重庆市和市中区党政的正确领导，

有担任修志同志的严肃认真，这部《志》的质量是可以信赖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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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根据志书统一要求，上限为1840年。下限至1987年i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时

逢重庆举行得名800周年、建市60周年和建国加周年。三庆’活动，这是一难得的喜庆

之日，为了保持史实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本志特将下限延伸到1989年12月31日．

二、本志按横排竖写，以事显时，分类设篇、章、节、目记述．全志卷首为序、凡

例，概述，卷尾为跋、正文分：大事记、文化机构、文学、戏曲、文物、新闻出版、群

众文化、图书阅览，美术、音乐舞蹈、文娱场地、人物、艺文共十三篇，五十四章。由

志、记、图、表组成．

三、本志采用公元，凡有民国年号，均加括号．志中。建国前后”泛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重庆前后；。中共”或。党。，指中国共产

党．
．

四、本志根据市中区具体情况。单篇著作数以万计，不便统计，故以国家正式出版

社出版单行本作品和著述为统计单位．

五、志中人物，凡本籍或外来久居本地已故文化名人影响大者人传，影响一般者随

同生人人分类人物表．

六、志中艺文，选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省分会以上会员代表作品．

少数优秀作品例外．入选艺文，附作者简介，以文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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