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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麈芝版．垡闭@圣座兰胀施

众老重庆影像志蟛在广袤的巴渝大地上．点点疏基般地散布着上千座老城泰堡。面对这些半圮而风雨斑驳的古道荒城，残缺而一身沧桑的夕阳故垒，遥想那金戈铁马。刀剑交呜．旌旗蔽日．烽火连天的战场，耳边犹闻昔日鼙鼓。又曾记这烟柳画桥。羌管凤篇，熙攘市井，参差人家的城镇，眼前依稀当年繁华．我们将从这里穿越千年时空．开启尘封往事．寻其迹。考

其源。志其事。留其影．以飨读者．

唐冶泽冯庆豪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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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

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 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慢慢长大
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

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

书、档案、出版、历史和3：C41=ti歼究等方面工作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

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 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4-t：．但它曾

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 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
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 艳。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

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 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

贵和罕见。 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 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

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 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

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 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
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 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

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 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

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Jill，其实是我们现时的 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

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入商*的是直 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

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 城门》、《老房子》，Ⅸ老街巷》、《老码头》，《老

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 地图》、《老广告》．鬣老档案》、氍老行当》，《老

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 风尚》和《老钱粟》。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

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 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

贺可敬之摹． 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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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约7 000～6 500年前。古城略呈圆形。占地

18．7万平方米，四周绕以城垣和护城河。而在

距今6 000～4 000年前时，中华大地上涌现出

了大批古城，目前仅长江流域就发现十多座，黄

河流域更多达四十多座。最大的是湖北天门石

家河城址，面积有120多万平方米。

西南地区最早的古代城址出现于距今约

4 500～4 000年前．基本I-_都分布在成都平原。

如新津宝墩城址、郫县古城乡城址、温江鱼凫

城址、都江堰芒城城址，崇州双河城址等，是

迄今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

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但重庆地区却缺乏早

期古城遗址，一些有明确记载的古城都未发现

其遗迹，如张仪所筑的江州城址。现在这一地

区所发现的城址没有早于秦汉时期的，因此这

方面的考古研究工作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早期城市出现最密集的地方是平原地区．

因为这里无险可依。人烟又密集，因此只能筑

城以守。古代标准的城邑是四：h-形。每边一门，

共四门。甲骨文有墉字，也是城郭之郭，作专，

中间四方就像城垣，其上各有一座城楼建筑，十

分形象。当然实际城址并非都这么规整．尤其

中国古代所谓的“城”，是指四周有城墙围

绕的居民聚居区。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欧中世纪

城市只是作为经济中心不一样。它同时具有区

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军事堡垒的功能，尤

其是政治中心的作用突出，因此中国的城市都

是政权机关的所在地。城市的大小还与其政治

作用的大小成正比，甚至明文规定从天子之国

到诸侯之都再到卿大夫采邑的大小比例，让其

规模与政权的级别相适应。因此，我们可以从

一个城市与当时周围的其他城市规模的比较．

就能基本确定它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是中国历

史考古中的一个常识。

而确定城市大小最简明的标准就是城墙的

规模。城墙起源于防御。“城”字最初的字形就

是在一个四方城邑旁边立着一只。戈”。早期人

们为了防备野兽的侵害和敌人的劫掠，便在居

住区四周挖上深壕，引水为池·挖出的-i-：瞻筑

在壕沟内侧，就成为最早的城墙。因此，作为

防御设施的。城”和。池”是同时出现的。

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址出现于新石

器时代晚期。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是湖南澧县

城头山古城，属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距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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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为主的寨堡建筑，它们也建有城墙，城门。这 是丘陵、山区，常是随地赋形，依势而建，所

类寨堡建筑宋代多称为城，明清则多称为寨．它 以其城垣之形就有方有圆，并不规则。城门也

们一般都不是一级政权驻守之处．或只是避乱 有多有少．不一定是四门。大致而言，大城门

性质的短期驻守，而主要是作为抵抗敌人或结 多。小城门少，不过一般最少也不会少于两门，-

寨自保之类的军事设施而修筑的。这些寨堡曾 不然就成死胡同了．

‘密布四JII各地，现在有迹可寻的估St有数千座。 城内的布局也有讲究。重要建筑如宫殿、衙

但因近代以来基本都废弃不用。所以除少数外。 署等大体都建在城市中轴线上，平民居住区和

也基本是残破不堪，掩埋在荒草丛中了。本书 手工业区建在城南。墓葬区常在城北。当然这

即以这三种类型的城市和寨堡建筑为标准．分 也是理想的标准布局，现实中谁也不会不顾实

别向大家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庆老城门． 际情况而一成不变地完全按此建城，而是较多

地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功能需要而因地制宜。

重庆境内因处于低山和丘陵地区，缺少平

原，因此其范围内的城市(包括寨堡)建筑都

是这样一些随地赋形，因地制宜的布局。这一

带的古城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中心城市，即在本地区内具有政治、经济、军

事的中心位置和重大作用。曾充当过省级政权

机关驻地甚至曾为国都的城市．这只有重庆城

可当之。二是中心城市以外，但也同时具有政

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性质的城市，而且是

县级以上政权的驻地(行政中心)，重庆境内的

各州县可当之。三是纯军事性质或曾以军事性
●



次被列为直辖市(抗战时期为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解放初期为中央直辖市、

1997年起叉成为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因此从古至今都保持着区域性大城市

的地位·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大致保持着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重庆在政治．经挤和军事上的地位与重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分不开。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都，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形如半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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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星东西向．而尖端向北，东、南临长江．北临嘉陵江，西与陆地相接。从水

路人川，重庆是必经之地，自此溯嘉陵’江水路北卜可至川北各地，向西沿长江

经沱江，岷扎可达川中，川I西直抵成都．从陆路也有大道西至成都，往南也有

陆路到达贵州、云南。凼此．这里不仅是商业辐辏、物资聚散的水陆码头．更

是扼控川东、屏障川西，关系西南的军事重镇。这里自三峡起便山高水急，峡

多滩陡，荚隘重重，险阻处处，其城叉三面l}f}i水．一面依山，如果再加上高筑

墙，广积粮，端的是金城汤池，易守难攻。即使强悍的蒙古铁骑，也曾被它阻

挡达四卜年之久而不得寸进，打破了蒙古军想顺江东下直取南宋都城临安的计

划，使南宋政权得以偏安一时。F面我们就从此事说起。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军攻人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卅l县失陷．

遭到大肆烧杀掳掠。这次兵锋虽未及川东，但也促使各地开始加强军事防御设

施的建设。

四川历来有两个军事重镇，一是成都，_二是重庆。成都建于平原之上．无

硷可守，自古一攻就破。而重庆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所以．重庆
成了战略防御的重点。

约在南宋嘉熙二二年(1238年)，彭火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此人

曾出使过蒙古．深知蒙军特点．因此L任后就开始筹划修筑重庆城垣。有人不

M意，顾虑丁程浩大，费力费钱。彭人雅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

尤小町筑之理。”城在嘉熙四年(1240年)基本筑成．举少有四个城门，冈为

据i己载彭在州rJ屯太石．I．件：“某年某J{彭火雅筑此城，为荫蜀之根本。”似

在《JL虫*和“米史》叶，．却提到莺庆有洪崴、TI劂、镇西．熏风、太平五门。

落一

刁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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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难以依峙。据记载，蒙军曾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下半年两度围攻重

庆．而彭大雅是在第二年初才将城筑好的。史籍记载彭大雅筑城时“披荆棘．

冒矢石。，说明其筑城工程确是在边打边筑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很难想象重庆
仅依靠新筑的半截子城墙就能抵挡住差不多是攻无不克的荣古铁骑，所以这事
尚有疑问。据分析．彭大雅是在原有版筑土墙外侧复以大砖护墙．井完善了城

上军事设施。t：gl豌是说。在李严之后，彭大雅之前，应当还有史籍失载的筑城

之事。解放初期曾在太平门附近出土一些有“宋津枯乙巳东(西)窑城砖”宇
样的宋代城砖，乙巳为淳枯五年(1245年)。这不仅证明彭大雅及其继任者使
用了城砖，而且证明宋代城郭至少已延伸到太平门以西了。

园为够大雅筑城“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督贵未免苛严，遂谴

肓官参劾，谓其”险谲诈变”、“贪黩残忍。，故城成之时。就成了彭大雅削秩鬟
官之日。但后人对彭大雅筑重庆城给予很高的-l,t2／dl-，认为西蜀之地能抗击蘩元
大军达四十年之久．彭大雅功不可没。事实也确实如此，蒙元军多次侵入四川．

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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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重庆一龠州一线受到顽强抵抗而无法前进，甚至荣哥大汗也战死在台川钓
鱼城下。因此彭大雅死后被追谥为“忠烈”．老百姓更是立庙祭祀他。这正是功

罪任人评说．天理自在人心。

三国时修筑重庆城的是李严。李严，字正平．汉末南阳人。初为益州牧刘

璋将．刘备人川后归之。刘备临死前在自帝城托孤，他是与诸葛亮一起接受顾

命的大臣之一．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白帝城)专事防晃。蜀后主

建必四年(226年)舂．李严移驻扛州。这时的江州城．大约因人口滋生而显

得城小地狭，西汉巴郡太守但望曾说过，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

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东汉有一段时间甚至将郡治迁到了

北府城(今江北)。再从军事上看，此前的江卅『城主要建在半岛尖端及长江河谷

一侧，陆路易被居高临下攻击，不利防守。所以李严扩大城池，修筑了周围十

六里长的城墒。汉代一里的长度．据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为4 L4米．十六

蠼9lU有6@24米。夫城士要是向西扩展．把城墙修到了重庆半岛的山脊上。当

时可能只有两个城门．一名青龙．一名白虎．从名称看应是东、西二门。另外

叉在城北储粮之地修了仓城。这基本上就把重庆半岛东半部分的主要险阻地形

都包括了进来。不过，这次所筑城墙之遗迹也朱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踪影．故其

具体佗置还难以确定。

在亭严之前约540年，史籍中记载第一个在扛州筑城的是战囝时期的张

仪。张仪在中国历史L非常有名．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他是鬼

谷先生的弟了．，与苏寨是同学．后被秦惠文王用为相．为秦国的崛起立下夫功。

公元前316年(周懊靓』三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蜀王伐其弟苴侯，苴侯跑

到巴国去寻求政治避难．巴王没有能力保护他．于是向察国求救。秦惠文王派

张仪与司马锵率军伐蜀。灭蜀后，张仪见巴地富庶，叉派兵直取巴国．将巴{

俘虏．巴也就此灭亡了。这真是引狼人室的千古教训。

巴亡后，秦在原巴圜统治地置巴郡．在原岜都置江州县．为郡治所在。张

仪在1廿：州做的-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小过．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个

。一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巴志》巾的“仪城江州”，因此其详情不得而知i。但

槲学古发掘．竹：半岛尖端·带发现客处战阑垒西汉的古井．陶器和配当．可知

这唯当时胄居民聚居。据有人推测，张仪所筑的城大约在今千厮门一小什字一

东水门一线的北面，而且主要部分在山青之东的长扛一侧。

如果再往前推．有关重庆城垣的情况就只有闻接的推论了。因为巴国没有

r，r识的文字流传下来．又僻处边远之地．中原典籍极少记萁事迹。大家都知道

巴薹F将军的故事；巴凼发生内乱，摧于许楚兰城而请楚出兵平乱．事后蔓严

拒小与楚城，衙以头谢之。这i城小知是何城．但阿定心是近楚的边城。既州

2城，^礼城垣。以边城耐有城垣．作为巴囝刚都的江卅I．业岂能是币设防的

城『Ir?不过．当时的巴都(包括张仪城)究竟建在哪蚺，蛮际li叠令仍未真Il?

卉消。后世有!种说法． ·i兑足建在今蓐庆半岛E。这是比较流千}J_的看法，口l



其中又有认为在半岛尖端一带的．也有说在半岛靠中间一点的·

_江北精．即与半岛尖端相对的嘉陵扛北岸。不少专家持此看法t

巴县西或西北，见于一些古籍记载。但这些说法都带有相当大的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须今后加强城区考古发掘来证明。

在彭大稚建城之后，还有一次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I程．这就是

明初戴鼎筑城。据清乾隆年间王尔鉴修《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

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足，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

闭，象九宫八卦。”根据这段记载进行分析．可I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筑
城的时间是“明洪武初”。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共有31年，既言“初”，

应不出前十年之外。否则就应该说是。洪武中”了。戴鼎的官职为。指挥(使)”，

这是军事卫所的最高长官。重庆置卫据《明一统志》记载是在洪武六年，则戴

鼎之任也只能在此年之后。因此，其筑城的具体时间。应在洪武六至十年，亦

即1373一1377年之间。第二，城是“园旧址”而筑，可见是在原有旧城(应
当就是彭大雅所筑之城)基础上加筑，其城市规模应当没什么大的改变。第三．
是“砌石城”，可见此前筑城没有用石．最多只是用砖包砌土墙。第四．其城

“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据考证明代量地．一尺的长度为o．326 5米．则此

城周长为8687．2米，与李严所筑城相比。长了2063．2米，也即戴筑城长度是

李筑城长度的1．31倍。在几何图形中，圆的周长每增加n倍，面积会相应增加

一倍。这就是说．如果城是正圆形的话．“戴城”的面积会是“李城”的1．72
倍。当然重庆城不是个正圆，史籍记载与考证的长度也并非十分准确．因此面

积的增加不会这么多，但有所增加则是肯定的。据此可以说明由李至戴所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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