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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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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与读者们1z-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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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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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

理上通俗、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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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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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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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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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巷》、联老码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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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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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一件可喜可 这座城市的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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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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匠吹奏唢呐。长此以往，只要听到如此声 r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后期，

响，人口J就知道什幺行当来厂。 畜牧业和手工业先后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社会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 生产极为丰富。产品出现剩余，产品成为商品．

人慢和通商口岸的小断增加，外国商品在中囤 社会出现r商品经济。人们为了把所生产的剩

大肆倾销。为了占领广阔的中国市场，洋商输 余产品及时卖出去，在来往行人多的路边或人

人丁新的．现代的广告宣传手段。从此．中国 们时常聚集的场地．席地陈列产品以示出售、变

开始了现代广告业。泱泱中华民族经历了屈辱 换。为了招徕人们的注意，有人开始_大胆地吆

的鸦片战争．自训之士投身到实业救国的洪流 喝起来．这便产生了最原始、最古老的Jl告形

中，他们开工厂、建市场、修马路，尚在少年 式——叫卖广告。

中的民族丁商业迎面遇见的却是资深的外国资 进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台，商业活动日趋

奉主义。。短兵相接，勇者胜1、。败者寇胜者主” 频繁．由先前形成的“日中为d，”．逐步向贸易

的古训尽人皆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心迈进．出现了集市与城镇。工商各业为招

竞争中他们明聂感到原始的捌数不灵了．诚信 徕生意．在店铺前悬挂着幌子与招牌。陈列实

勤俭以外，叉学会了招摇和吆喝。酒香也怕巷 物已渐渐演化为卖什么悬挂什幺的实物招幌，

于深，便学那两法，硬是要把店铺开在大马路 而后是形象招幌，文字招幌。中药铺f】酊悬挂

通衢大道边，把货物一滴儿摆开．显摆，琳琅 一串二角形的木制膏药或个葫芦模型．咀此

满日，金掷牌银招牌高高挂警。在20世纪30年 向人们显示店号、字哼醯店铺的种类、曼营范

代，出现丁运用新材料、新』=艺的广告媒介．如 围，店铺的等级关系。适时期．娘始的叫变形

川份牌、撤刊路牌、霓虹灯．橱窗电影等。 式仍然继续着。为了更好地招株顾律，吸引人

m JJ一告媒介多样化，丰富化，出现厂专营广 们注意，咀期生意更好．电衡串巷叫宴的也利

}r的商业公叫。当札会经济日盘发展，广告也 用 些能发出声响的器具．响器r告出现r。剃

伴随管经济发胜而小断丰富变化。年轻的J．告 头匠敲着剪了，发出清脆的r-丹t骟偌吒骟



重庆正式开埠。英商立德乐在陕西街设立立德 从新闻学中成长，独立成一门新兴的学科，专

洋行，雇佣陈锦颜、卢序东、阎春荪、周云浦 门研究它的规律，方法及培养专业人才。社会

为买办。收购猪鬃等山货，贩卖洋布等。“美趣 上有了专业的广告队伍。由于广告商业成本低，

时”染店开业，店主高志敏经销德商爱礼司洋‘ 利润丰厚，同业之间竞争日渐激烈。为了维护

行和英商b内门洋行的染料、颜料，垄断市场， 行业的秩序，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行业的

成为川省颜料巨商·。颐中洋行”总经销英美烟 无序竞争，出现了广告管理以及相关的管理机

草公司的“哈德门”·此后。美国、日本、德国 构．

等在重庆开设工厂，矿山、洋行．垄断山货土 重庆经历着中华民族相同的轨迹。公元前6

产。贩卖洋货。1896年，宋育仁在重庆设商务 世纪。巴族进入重庆。畜牧业与农业相分离，手

局，兴办各类实业公司。其目的在。保地产占 工业从农业、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最

码头、抵制洋货、挽回权利”。川商卢干臣从日 早的商业活动。即物物交换。《华阳国志·巴志溉

本引进火柴生产的化工技术、工艺流程，创办 。巴国立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也。”董其祥《巴

了森昌泰火柴公司。生产硫黄火柴。与德，日、 史新考》：。龟亭就是今天巴县的小南海，现在

瑞等国的。洋火”抵抗·川商白汉周赴日学习 当地船工仍称为‘车亭子’。龟亭北岸的冬笋坝，

织毛巾技术，回重庆开办了。昌华毛葛巾公司”． 正是巴人立市的新市里。”这里是重庆市场的开

1904年10月，重庆成立。总商会”，旨在保护 始。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建重庆城．设市

民族资本．抵抗外国资本。“总商会”买下原重 场或站，居民区、官府。历经风雨，到清代时，

庆府署开设商业场，成为重庆繁华的商业中心。 。重庆当二江合流，有舟航运输之利。蜀之西南

从此，重庆成为内陆商业贸易中心． 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之人输会必

当重庆成为通商口岸后．外国工商业资本 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

和商品大肆输入到重庆，同时也输入了现代商 凑地也。”1890年，根据中英《烟台续增专条》

品的宣传手段。重庆人最早见到的洋广告是街 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通商口岸”。18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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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家和工艺设计隶活跃在广告界。太平洋广告社， 头宣传和洋货赠送。口商大阪公司刊甓在Ⅸ广

现代广告杜这样拥有100人以上专业人才的公 益丛报》的掭船广告t美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

耐有30多家．三五人的“皮包公司”遍地都是。 路牌广告-“省油灯”灯具橱窗r告·英商“秤

重庆的商业广告日渐丰富．国民政府不得不插 人牌”香烟的月份牌广告、电影广告。重庆丁

手管理。1941年．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公布了《重 商业者也不甘落后．在沿袭传统的广告订式时．

庆市管理广告规则》，开始了有序的管理。抗日 又借鉴和发展了外国现代广告手段。1906年．重

战争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的 庆出现丁最早的报纸广告，滇南回天堂天官牌

工商业日渐衰落．休戚相关的广告业也日落西 戒烟丸药广告出现在Ⅸ广益丛报》Ll 20年代，

山，到1949年，重庆的广告公司已寥寥无几。 “宥美皆备，无丽不臻”、“饭后一支烟．赛过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人民政府首先对 神仙”之类广告词在月份牌，报刊上随处可见·

旧r告进行改造，取缔反动、色情有伤风化的 30—40年代．冠生园的月饼广告时常出现在橱

广告．批事Ⅱ地吸收和借鉴r旧中国遗留的广告 窗里·公共汽车的尾部醒目的足“八百壮士”香

形式和手段，克实丁新内容，倡导民族风格。 烟的广告。“重庆鲜牛奶‘的霓虹灯广告高高耸

1951年，重庆市政府设立了广告管理所，制订 立在山城夜空t围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不断地广

丁《匪胰I。】广告管理规则》。从此，承厌的广告 播着。国货精品、中国民族品牌华生电扇为您

和广什业开始了新篇章。 消暑解凉”。蕺庆时尚摩登的广告文化得益于r．

告业的发展。审庆商余百货公州广告郁的蒲r

侠、高仙白不仅能制作平面，～告，还能制作户

外广告，设计商场店堂布置、货物陈列等。之

后，有等r】经营广告的。两南广告公司”。抗口

战争时期，重庆的广告业迅速发展井达到鼎盛

的黄金时期．高龙生、赵振华等著名的广告画



匿古韵沧桑：传统广告蓦

“千里莺啼绿映虹．水村^彝∞旗凤”，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描写酒肆招幌的著名诗句，可见，我

圆传统广告历史悠久，潭远流长。

漫声遥播的叫卖广告

俗话说“卖什／L,吆喝什么”。直截了当地吆喝所卖之物，是最简单之事。据

说．古代的雅典有一种管理日常生活的半官方人物，他经常在大街上叫喊，用

语言告诉民众关于货物上市行情。由于条件所限，今日难保留古已远去的叫卖

声，但我们依然能从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觅到这种广告形式的踪影。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

者以马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吴自牧《梦粱录*：“卖花者以马头竹

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清涂宁舒：“酬神几日唱秧苗，看戏人将比户

邀。椒眼竹篮珠万颗，声声唤卖紫樱桃。”清末，四川I简阳人傅崇矩曾撰《成都

通览·七十=行现相图》．形

象地描述了七十二行的商人

销售方式。“更夫打着灯笼，

呜锣而叫．收荒的挑着担于

吆喝。端公·手执扇表演，

于摩着许多成品t卖膏药

的打小伞一把，伞之角都挂

着一串"11[-药，口中还吆喝

着，宴花，#的挑着担f的小

畈flA．是吆喝招揽，线箱子则

摇着货郎鼓。卖瓜子花牛胡

且着则火声吆喝t卖糖人者

则在架上插满r糖人t换倚

f的以手做喇叭状，宴皮梁

f的一手展示商品，一手持

响器而吹奏。卖吹簧者在表

演t瓮器担于做大声吆喝

状-醋担子肩挑两桶，挂着 柏苯丰建井，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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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业 陈醋二宇J{tit,宴咸牛内的案前插着写有牛肉字样的y#ll-T-．卖燕饽者头顶盘案并

吆喝·糖饼摊子槊上插着制作精巧的糖模型．卖零星油的敲击梆子类响器。卖
白麻糖的颈上悬吊装糖之盒．左手持铁片叶．右手持敲糖之小锤。卖蚊烟者．

用板凳肩担，手摇锋号．灯上写着药料蚊烟．卫生蚊烟字样。卖线牌子的．肩

立一线牌．如大掌扇形．沿街摇小鼓，换手饰的．身负小木箱沿街呼唤⋯·”

重庆挟两扛之利。舟楫运输便利，商贾行人云集，自古就宜经商，但因城

中道路坎坷．运输不便。深弄里巷多靠扁封li'llt扛方能到达。那些本钱少，货物

一般的贩夫走卒就走街串巷，沿街叫卖，薄利多销．赚点力钱。他们贩卖的往
往是蔬菜，水果。民国时期．重庆有两处水果批发地．一是江北沙嘴河．此处
是橘子甘蔗的批发地一二是l|缶扛门．金紫门，这两处是桃、李，杏，苹果的批

发地。那时，重庆靠贩水果过El子的人很多。大水果商人，在河边搭木棚，用

船运输大河小河的水果．然后批发给小商贩。俗称“啄燕”。小水果贩从大水

果商的船上批发一些水果，本钱要得不多。用具也简单．往往就是一副挑子．
挑着水果，也不拘时地在大街小巷沿逾叫卖。“李子，相因(便宜)卖。吃了不打

瞌睡”·“葡萄．葡萄，相因卖 ”，遇见调皮的顽童．乱叫成“红不了，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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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弄里巷的家庭妇女．只要听见小贩

的叫卖声就知道是什么季节了。春季，有提

篮叫卖栀子花的，端阳节．街头巷尾，到处

有叫卖艾叶菖蒲的·夏季．有沿街叫卖“粜

于露”，“老荫茶”的。

老辈人记忆的走方郎中，总会出现在

重庆城市的／J、角落里、僻静的街道小巷、乡

下赶集的日子。人们一定会见到他们有的肩

上挂着褡裢或是手里提着一个什么篮子．有

的还背上木箱，手里摇着铜铃，他们口里会

喊“妇孺老幼，诸般杂症包治包好”。

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卖担担面和炒米糖

开水的。卖担担面的，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前担为炉于和铁罐(吊子)．后担为·术机，

屉中分别放着甜水晰和抄手，桕}‘放髓瓶

碟，满盛作料酱醋．作料多切成细术，"川

⋯卜篾担儿．放置当季蔬菜。每煮，碗telI．将
蔬菜放进沸水一}，滚下．放在而单．所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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