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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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研究j1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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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牡．但它曾

专门知-I,q7自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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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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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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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 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联老t庆影像志》丛

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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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建设远期目 城门》，《老房子》，《老街巷》、鬈老码头》，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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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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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謇---3" 这座城fir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

贺可敬之事． 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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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编年为序，叙事为经的次第关系来排列．鉴 不太容易，居民集中在两条江的两岸．+只有一

于事物复杂性和曲折性，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地 面江岸例外。这里是城市居民的坟地．这样的

架构一幅早期城市发展、社会生活演变的框架， 城市实际没有城郊。增加的人口只得挤在原有

粗线条地勾勒在复杂悲苦的历史环境下、艰危 的地盘内”．。其不堪居住．亦为全世界通商各

动荡的时局中．重庆民众真实的精神风貌和生 埠所无”．社会在进步．城市要发展．重庆在初

存状态的轮廓．让我们保留这份苦难与光荣的 步完成行政机构的调整后，开始了破除千年老

城市记忆。传承巴渝历史乃至于我们民族的优 墙．开拓城市空间的大规模运动·新市区的开

秀传统． 辟、旧城的改造、马路兴修与交通整治，新兴

壬，J、全 公用事业的创办，城市卫生兴起和教育事业的

2006年10月26‘日 发展．短短几年工夫．在一大片冈峦起伏的荒

地上建立了粗具规模的都市景观。古老的商埠

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t庆儿女在追求城市文

明与强盛的过程中体现出的锲而不合，志在必

胜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刚勇坚毅的性格．让

世界折服l

为了唤醒久违的记忆．缅怀城市风雨如磐

的岁月．凭吊父老先辈曾经的沧桑与苦难，我

们循着历史留下的轨迹．进入浩瀚的档案资料，

地方史志，图片文献等载体中去拾取某一历史

阶段中的部分代表性事件和人物的原始记录．

但更多的遴选是停留在t庆近代史的演化、民

国时期城市的变迁上．档案材料的安排大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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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重庆近代史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阚而 今天。当我们信步倘徉在美丽时尚的购物

义饱经沧桑的历史。西方宗教文化的传人对传 中心，观光浏览风格各异的城市建筑．穿梭于

统社会的冲击、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民族资产阶 四通八选的立体交通．伫立在恢弘气派的朝天

级的产生、满清政府的投降和蜀军政府的成立、 门广场，凭栏远眺扛面上渐行渐远的轮船．可

古城建市与高垒棵墙的拆除．日机野蛮大轰炸 曾想到百糸年前溯江而上的第一艘小火轮轰鸣

与精神堡垒的做然挺立等一系列"mr大历史摹种． 的汽笛是怎样叩开橱天门。古渝雄关”的城

无不彰显着重庆JL_!k-为争取民族平辱、进步，谋 门

求自身幸福和强盛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体现出 百亲年前的重庆，由于得“三江总汇，水陆

重庆儿女开放求新的意识和坚韧不拔、自强不 冲衢，商贾云集1的地理区位之便利。很快成

包的进取精神。 为滇肿川乃至中西部地区的货物集徽地和重要

重庆城市建设经历了因商而兴．由城堡到 的商埠城市。然而．严格意义上讲．日gmJ-的重

城市的发展过程。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拥兵 庆城更像是一个大集镇．或俨拣是一副耸立在

自重，军人政权下防区体制、城市建设发展相 扛岸的古城堡模样．城市居民大多数蜗居在方

当缓慢和落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一位 圆不过2平方公里的城墙范围内，城内坐轿子，

传救士是如此描绘当时的重庆：。在我的记忆之 出域坐滑竿t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封闭

中的1929年重庆．是混乱．肮脏的中国城市． 而叉恬静的自然生活。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

起伏不平的山路上任意地延伸着弯曲的小路。’ 府与英国签订了咀《烟台条约*为代表的一系

市政府的档案史料中也记载着城区最繁华的陕 列的不平等条约，重庆开埠。开埠伊始，英籍

西路、都邮街商业中心：。街面仅宽十余尺”，其 冒险家．商人立德乐迫不及待地亲驾“利川”号

他街咎更为狭窄．“全域除了五福宫附近外．无 小火轮闯人川江抵达重庆．接肩}而至的各国军

一树木．除夫于池，莲花塘两污外．无一水池“． 舰开始自由地游弋在蜿蜒秀美的千里川江上。

西南人感慨：“耍找到一个比重庆更拥挤的城市 自此，重庆迈出了沉重而叉艰辛的近代史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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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编年为序．般事为经的次第关系来排列．鉴 不太容易．居民Ill中在两条扛的两岸，只有一

于事物复杂性和曲折性．我们只能触为其难地 面扛岸例外，这里是城市居民的坟地．这样的

架构一幅早期城市发展、杜台生活演变的框槊， 城市实际投有城郊．增加的人口只得挤在原有

粗线条地勾勒在复杂悲苦的历史环境下、艰危 的地盘内。．“其不堪居住，亦为全世界通i1旨41f-

动荡的时局中．重庆民众真实的精神风貌和生 llllJ折无”。社会在进步．城市蛋发展。重庆在初

存状态的lQ't11．让我们保留遮份苦难与光荣的 步完成行政机构的调整后．开始了破除千年老

城市记忆．传承巴渝历史乃至于我们民族的优 i11．开拓城市空间的大规模运动·新市区的开

秀传统。 辟、旧城的改造，马路兴修与交通整治、新辫

壬小全 公用事业的创办，城市卫生兴起和教育事业的

2006年10月26日 发晨．短短几年工夫．在一太片冈峦起伏的荒

地上建立了艟L^规模的都市景观．古老的商埠

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t庆儿女在追求城市文

明与强盛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懊而不台．志在必

胜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刚勇坚毅的性格．让

世界折服I

为了唤醒久违的记忆，缅怀城市风雨如磐

的岁月．咒吊父老先辈普经的沧桑与苦难．我

们循着历史留下的轨迹．进入浩瀚的档案资料、

地方史志、图片文献等载体中去拾取某一历史

阶段中的部分代表性事件和人物的原始记录，

但更多的避j盎悬停留在重庆近代史的演化、民

国时期城市的变迁上．档素材料的安排大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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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文化的传入

宗教信仰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社

会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宗教传人重庆之前，城乡居民主要信仰佛教和道教，建

有各式庙宇，寺观，殿堂。清前期，西方教会开始进人重庆。最早传人重庆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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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6月(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天

主牧四川救区的贝罗书主教在渝行加冕

札。次年．天主教在重庆蹇家桥建成，I

原堂(渝中区五四路92号)．负责四川

救区的马乐韦封范若瑟充任主教。进驻

t庆经营川东南七府!州一厅的牧务，

收有救徒29000人。

第=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盒扩大
了在内地的特权，继天主教后，耶稣教、

基督救接躐而至，纷至在重庆赁房传

教。1864年(同治三年)英籍牧师石琢

之代表耶稣救在渝城九坡桥建福音堂。
1877年(光绪j：年)，英国基督救传救士

麦卡悌来巴县传教。这一时期，英国伦

敦救台教士杨格非、大英圣书公会传教

士韦雷．美国传敢士唐约翰等纷纷来

渝，通过。调查1．“游历”等各种方式

传教。1881年．美国美以美救会也在重

庆设点传教，并把重庆定为中国西部

地区传教的据点。据重庆海关统计，

1891年重庆开埠前．以重庆为中心在

四川省活动的西方教会有美以美会、

浸礼台，内地会．公谊会、伦敦会、巴
黎外方传教会，圣书公会等7个。男女

救士175人．教徒约十万多人。

开埠以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教

会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t891年
至1901年，在四Jil的教会增加到9个，

传教士增加到315人。教堂达22i所。

教民人数大幅增长．仅巴县一地在清

朱时就有1658人．据《巴县志*记载。

至甲午战争后．四JiI省已是“教堂林

立，处处均有司铎．住居既久，人地自

熟”。

除了西方救会积极传教外，由湖广

迁人四Ji』的教民也推动宗教的传播，据

史料记载．清朝年间，相当多的湖广移

■■■■●一,一丁⋯⋯～～一⋯⋯⋯⋯硼啊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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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抵渝之前就已奉教，到渝后．叉世代相传。如巴县九品职员何深海一家．不

分老幼，皆为教徒。这种现象曾弓『起清政府的不安，清康．雍、乾、嘉时期多次

发布命令雀禁天主教，如在清嘉庆年间，JI『督在壹禁天主教的札文中便称：“天

教邪教，诡正乱俗，最为风气之害”。可见天主教在重庆乃至于网JIl的社会中产

生r不少的影响。在西方宗教派别中．因法国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巴

黎外方传教会势力最大，”传习天主教之人，较别属为尤多”。清末重庆计有天主

传教土100人，教徒10万，占全川的99％咀上，四川I总主教就住在重庆。

西方宗教活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救士和救会的传教形式

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一，兴

建教堂，吸收教徒。开埠前

后．教会陆续在重庆城内外

兴建了真元堂、天主堂、随

雅堂、福音堂、墙德堂、体

心堂，存心堂、若瑟堂。建

立教堂必须征地。为此，传

教士们赁房租地，如在巴

县，白果林教堂占用所在村

上地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尽

快扩大教会势力范围．教士

通过传经布道，广泛地I殁纳

教民。传教手段多样化，主

墼有礼拜、布道、发放小册

子等手段。1904年法国外方

传教会川东教区还创办丁机

关报Ⅸ崇实报》，并建立“圣

家拈局”(原公义书院)．承担

宗教出版物的制作和发行。

开埠后甚至还用上了当时的

“多媒体”手段⋯放映宗
教幻'XT片宣传西方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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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堪走^阿斗或肆i钴—— 一r件蓝辟上砖阜鼻与王疋辛时扫+夸影

化。法藉传教士古洛东在沙坪坝开办神职修遭院，招收青少年进行系统的天主

教理论的学习。培养专职神职人员。教会势力范围已由沿扛城市向穷乡僻壤扩

展。据统计，当时重庆府所属州县，几乎县县都有教堂。

开办学校、医院、药房。从事文化慈善活动。开埠以前，教会在四川已开

办了医院3所，药房6家，救济院4座．相当一部分在重庆。如1696年(清康熙

三十四年)，法国人粱洪仁、牛天祥在定远坊杨家什字天主教堂行医。开埠后，

又有一批教会在渝兴办医院．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如1892年，美以美会派遣

医生马嘉礼到重庆开设第一所医院——宽仁医院．成立了宽仁高级护士学校．
1896年，英国伦敦布道台在木牌坊(现民族路)创办仁济医院，创立时拥有病床

40张(该医院后迁至南岸皇经庙，更名为第五人民医院)。1900年，法国巴黎国外

布道会在金汤街创办仁爱堂医院，开设病床60张。1891年至1901年，西方教

会在重庆开设的医院、诊所、药房达673个。在此之前．重庆还没有中国人自

己开设的医院。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医疗机构在重庆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也

带动了重庆医学卫生事业的兴起。兴办学校也是救会热衰创办的事业。美国基

督救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于1891年创办了求精中学，1895年叉创办了启明

小学。英国基督教会则于1894年创办了广益中学堂。法国救会在开埠舶已开办

了几所天主教修道院．叉于1898年开办了重庆法文学堂。1904年．法国天主

教传教士古洛东在重庆创办了教会刊物《粜实报》。该报成为重庆辛亥革命前出

版报纸时间最长的一家，客观上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一定影响．同时，古洛东还
兼办有天主教会的圣家书局。

西方宗教文化的输入，传教士们的东来，为清末时期国人“睁眼看世界”带

来朝气和活力。西方的科学文明．给中国内陆地区传统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带来

影响和冲击．有着启迪民智和破除封闭意识的作用。譬如，在社会生括方面：

普及卫生知识使居民认识讲究卫生的重要．英商立德夫人的房东首次移动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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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位，全面打扫房间清洁
就可见其影响。再如，

1897年．立德夫人在重庆

倡导“天足会”。鼓励中国

妇女参加，成立之初就明

定宗旨，希望今后能由中

国人办理，并决定待中国

风气开化后．西方人将退
出此运动。响应者在江

津、巴县成立天足会．井
拟定《天足会俺明章程》。

规定：“人台者不得缠足，
子不得娶缠足之妇。人会

者女年十岁以上．已缱足
者愿否解放。听其盲便。

十岁I丛下者须一律解放。”
消息甫出，“一时闻风欣

幕，愿如会约者．颇不乏

人。。英国被士嘉立铀刊
审《放足耿》百册，专程

进到《渝报》局，请末代

为散发·在东川书院读书

的日本友人成田君到《渝

报》局捐款表示赞助。光

绪年问，慈禧就发动了

。戊戌政变”，包括反对缠

，舯f牛鼻●t蠢材办坤革昔中学

*日鼍鲁小●柱

足在内的新祛被废除．社团被取缔．正在兴起的不缠足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

但是，由于“天足会”是外国人所办，慈禧不敢取缔．对其种种活动也无可奈
何。

西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传统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与冲突．其台理的音盼
逐渐被认同，融和。毫无疑问．部分传教士确实是抱着善良动机来华布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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