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麈未腹』罔@圣屋兰腹jt

杰老重庆影像志v小小钱襄．关乎民生匐计．锱铼半钱．牵动

时代掉§。

龟，贝，术、石Ⅲ．金银钢铁纸

老亲证，在重庆上摹嘉喜刚。

曾繁模李玲编著



啊@剿
⑧⑧网
团囵■．剑幽

卅骼





目

垦录

大 由 户 晚 露 外 银 制 银 晚 钱 票
霉 曹 总

清 国 謦 幕 曩 圆 钱 两 茎 庄 号

矗 言 序

盂
圆 晨

庄币

银 通

蠢
慕

行 商
银 银
两 行
券 银

’

两
银 票
圆 ’

券 银
圆
票

34 30 ∞ 墨 抽 越 如 17 17 12 10舶 1。 4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 五 中 大 民 马 川 旗 汉 中 石 袁 汉 民 川
JlI 南 国 汉 国

j山
字 版 字 山 南 头 字 国 汉

银 中 银 四 前 钱 铜 铜 铜 大 银 大 银 前 铁
行 国 行 川 期 圆 圆 圆 圆 圆 洋 圆 期 路
兑 银 兑 军 的 的 股
换 行 换 政 官 银 票
券 兑 券 府 如 圈

换 军 银
重 券 用 行 铜
庆 银 纸 圜
官 票 币
银
号
兑
换
券

62 61 56 55 胬 53 51 51 46 44 43 41 ∞ ∞ 37



垦
第 银 金 关 战 法 苎 奏 重 四 聚

萎 用
由

和
银
行
无

存

川 兴

襄

萋 票

川 美 诚

墓 盐 主 银
银 行

行 行 汇

誓茎 汇 兑 票
票 换

券

—— 圆 圆 金 时 币

誓
萎

套 券 券 券 债
人 券
民

、

币 储
蓄
券
与
尸

献
金
一

133 1曲 116 112 107 躬 冁 ∞ 78 76 76 ∞ 曲
●

87



J凸12a、b
乒套

掌
J 亿

重
庆
影 t

序 堡 责
J断,．Tt-
每多 I

方面，尤其是X,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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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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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 经十分-dr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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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拘m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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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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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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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4t=中心的文41=建设远期目 城门》，《老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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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档案》、鬟老行当》、《老

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 风尚》和《老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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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晨．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口

纽．转口贸易城市，IjL及区城性商品集散中心．乾隆

{巴县志’描绘：‘瀹州⋯⋯三扛总正。水击冲蕾．1茸贾

云橐。百钧革聚 或运自滇、舛、泰，楚、吴、越、

闽，豫，两粤问．水牵运转．万里贸迁．”千百年来．以

成都为中心的商寅经薪t心开嫱东移。重庆曹度成为

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贸髭薪龙头．井开始与国际市

垢堑生经济联系．在开埠曹。戤每年对田内的寅墨总
额已达2430万海关两。占全川贸易总鞭近∞％的静赣．

中国西部市场的迅毫发晨置诱人的商业麓量，重

庆．这十让英国人。垂涎已九的口岸。，便戚为了英人

开放西南战咯的首要目标．英国致府迫不及持地采取

各种手段向清政府觚，促使中英l烟台条约续增专
条，出台，t庆建成为对外遗商口岸．1891年3月．重

庆海关成立．标忘t庆正式开雌．重庆的近代历史也由

此开始．重庆开埠后．商贸水平进一步提升，井刺激商

业资本更大规模地集聚，直接为四川金融中心东移重

庆刨造了条件．随着长江上游商贸中心的形成．直接为

商贸服务的旧式金融业．如票号，钱庄和近代意义上的

新式银行相继在重庆兴起．

晚清时期的重庆，主要是使用传统的银两和铜钱，

尤其是大宗商贸．所需银两的长造运输和保管非常不

便且十分危险．一些商号开始经营大颧异地{[兑业务．

赞币．是人类经济活神的产鞠，作为一种变接的

攥介。它一头连接着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犹如社台璺

济的中枢神经·一头连着消费．其购买力的潮起淘幕．

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厦利益休戚相关。同时，它也是

～种文fB现象，一枚爱币，一张纸抄，都奠折射出时代

社台的荣辱兴寰．诉说人问的凡多悲欢-怕_．反映不阿
耐期曲币■造的工艺技术夏文化特色．

进人晚清时期．我国的货币呈现出一种新旧交瞢．

中外躲、官私并存。壤、铜．纸并用，货币名目、规
格蚜譬复杂的局面．中国传统的镪两，钢钱，纸币．在

近代西方货币文化东南的影响下．逐步让位于近代韫

币、锅币，银行纸币。位于长江上游、四川东部的区域

性中心城市——t庚．在其社台大背景下的货币近代

化历程厦其发展中，又显现出自身的请多地域特色与

十性．这些曾承藏着不同历史使命的老饯币，也从一十

侧面，见证了重庆这座古城的一段辉煌与曲折。

清代中期毗来．重庆逐步从明代以来的川东军事

重镶向商业城市转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t庆的●起

和重庆金融业新格局的形成带来了机遇．长扛千流航

线，为全国性货运航线，重庆则为长扛贸易主航线的西

部起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内外相连的黄金水运

网络。使重庆成为东西部经济物流传递交换的水运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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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银行重庆分行。重庆第一家地方官办银行，是1905 成为早期的票号。1831年，中国第一家票号。山西平

年开办的浚川源银行，该行隶属于四川藩司．总行设在 遥人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在重庆诞生，其后，山西的平

重庆，并在成都设分行。1909年大清银行(前户部银 遥、祁县、太谷以及云南、浙江等地兴起一大批票号。

行)重庆分行开业，并相继在成都、自流井、五通桥设 并纷纷在重庆开设了分号，由此拉开四川金融中心东

立分支机构。这些银行在重庆的开办，反映了重庆金融 移的序幕。钱庄是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旧式金融

业近代化的重要进程，同时，也标志着重庆成为四川金 机构，由早期的换钱铺和倾销店发展而来。随着重庆转

融中心的地位初步确立． 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1892年，重庆推出统

清末。重庆的金融货币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 一标准的新票银在本地市场流通后，商家对资金数量、

期．传统的银两、铜钱仍是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同时。 银两标准和存贷效率等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钱庄

我国自铸的新式银圆、外国银圆、机制铜圆、银行纸币 业在重庆应运而生。1 894年，重庆历史上第一家钱庄

也开始进入流通．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饬令重庆 ——同生福钱庄正式开业．

地方政府，从湖北运回一万元银圆于重庆市场试用，次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鸦片

年又赴湖北运回银圆四万元投放重庆市场，重庆成为 战争以后。外国银行盛行中国，所发纸币畅通无阻并获

全川官方明令率先使用新式银圆的地区．此外，各种外 得高额利润。使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

国银圆早在明朝晚期已开始流人中国，约在开埠前后。 性。如1896年，盛宣怀奏称：西人积聚举国之财，为

各式铸造精致，印有各种艺术图案的外国银圆渐次流 扶持工商发展之根本，而。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

人重庆，西方货币文化对重庆的影响开始显现． 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终于在1897年．

1901年，清政府准许各省开铸铜圆，四川当局先 经清政府批准。由当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

后在成都、重庆各设铜元局一所，重庆铜元局于1905 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在上
年开始筹建。全套引进英国和德国的先进设备，具备日 海成立。1904年．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

产铜圆40万枚并兼铸银圆的能力，是重庆第一个铸币 行宣告成立。其后．新式银行逐步在国内各地开办。重

机构。在纸币方面，较早的有户部官粟和大清宝钞，但 庆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即是1899年来渝开设的中国



黉

国
130个．其中重庆或重庆银行的派出机构就占120个。 此纸币在四川、重庆藏通并不普遍，稍后。有中国通商

尤其是以聚兴诚为首的川帮五大银行为主体．加上演 银行发行的银两票和银圆票．大清银行发行的银两券

黔银行组成的华西集团，与咀江浙财稠为主体的华东 和银圆券等。

集团．直鲁地区的华北集团．广帮为主的华南集团，共 191 1年至1935年前的民国时期，重庆的金融货

同构成了覆盖中国东西南北的银行业集团。重庆不仅 币，承接并完成晚清以来的货币近代化历程，并呈现出

成为四川的金融中心，其在整个西南地区的金融地位 更为复杂多变的局面。一方面，到30年代中期．重庆

也十分显著。 的商贸业获得长足发展，无论在商品结构或是疽通渠

另一方面．在民国建立的第二年．衰世凯便窃取 道以及商业组织形式、管理体利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

了民国临时太总统职位，国内政局很快出现分裂．进人 和新的发展，商品交易量比19世纪束有了数倍的增长。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以孙 一个咀重庆为中心，连接我国中西部地区，辐射吸引四

中山与南方军人组成的与北洋北京政府相对峙的广州 川和西南地区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由此．与之服务相

政府。四川各派军阀面对南北政府，则根据自身利益． 配套的金融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国家、地方，商

采取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态度．时而靠南时而投北。 业．外国、军阿等各种性质的银行在重庆如雨后春笋般

1915年，滇黔护国军人Jlli'寸衰，各军阗派系之间的矛 地相继开业，并发行各种纸币。国家银行如中国银行、

盾更趋复杂，冲突更为激烈．川军与滇黔及北洋系军阎 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先后来渝开设分

间战争不断。四川防区制建立后．各大小军阀划地为营 行，地方银行如复业后的褴J|『源银行四川地方银行、

各自为政．为争夺地盘及利益．20余年问，全川共发 四川省银行等。其问重庆车地商业银行也获得较大发

生大小战争达400多次。而重庆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展，先后有聚兴诚、美丰、大中、中和、平民．川康殖

Jll内经济，金融中心，便成为川镇黔各路军阀垂涎 业、JI盐，市民、四川商业、重庆、四川建设等银行开

三尺，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这种背景下，重庆的银 办，其中的美丰银行为重庆第一家中外台资商业银行。

钱业在发展中曾诸受多次打击和破坏．或因屡受挫折 到30年代中期．全川历年开设银行"家．其中就

而歇业。凡进入重庆的军阏，还以金融货币为工具搜刮 有22家设于重庆．全川共有各种银行总，分，支行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8月， 社会财富。或占领铜元局，滥铸质量低劣的铜圆、银圆，

日军进攻上海，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国民 其减质、减重、大面额是其主要特点l或控制银行甚至

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全国战时的政治、军事、经 设立银行大量发行既无准备金又难以兑现的纸币。导

济，文化中心，并于1940年定为中华民国陪都。随着 致币值低落，物价飞涨，给广大民众的生活带来灾难性

时局的变化，沦陷区人民大量涌入四川、重庆。东部大 影响。这一时期整个四川币制之紊乱，全国罕见。

批工矿企业纷纷迁渝，国家各大银行以及各省地方银 1933年，。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湘逐步统一川政，

行、商业银行相继入渝，各地游资亦接踵流入。此时的 重庆政局也趋于稳定，银钱业遂得到恢复发展，货币混

重庆，人口密集，市场兴旺，呈现一片战时经济的繁荣 乱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历年战乱造成的财政危机和欠

景象。重庆由一个西部区域性商业城市一跃而成为抗 债，以及为继续扩充军务、巩固地盘，围剿红军等巨额

战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而国家银行则是金融中心 财政支出，使刘湘不得不继续加大发行钞票度日。四川

的主体。 地方银行仅一年时间，。地钞”发行量即逾3 200万元。

为应对时局，稳定金融，促进后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发行过量，贬值迅速。以致酿成严重金融风潮，多

。四联总处”(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 次发生因挤兑而致市民被踩死，踩伤事件。重庆银钱业

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改组而成)由上海迁来重庆，稍 流动资金多陷入新旧债中。市场现金短缺，利率，汇率

后，中，中、交、农四行的总行或总管处也迁来重庆。 直线上升，刘湘只得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

除国家银行外，各省陆续迁渝的银行有号称北四行的 1月，南京政府派参谋团入川主持军事，财政部特派员

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有号称。南四行”中的 亦到重庆调查整顿四川金融。3月，中央银行重庆分行

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新华兴托银行。号称“小四 成立，受命善后“地钞”事宜。四川军阀防区制结束。

行”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贸、四明银行，以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控制西南的军政及经济要地。11月。

及广东．湖北、河南等省行的分支行。重庆本地银行， 为应对国际“白银风潮”引起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进

如老字号的聚兴诚、荚丰、重庆、和成、川盐川帮五大 行重大币制改革．统一货币，推出法币。四川金融货币

银行实力进一步增强，而新的银行还在陆续开办。1942 长期紊乱局面亦告结束．



断增加法币发行量．来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那么．在

抗战结束后。特别是在1947，1948年所出现的恶性通

货膨胀．则是蒋介石敢权置民族利益而不顾．一意孤行

发动全面内战．为解决战争军费。而韭本加厉实行令世

人震惊的通货膨胀政策，终致器币崩瘦。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再砍币改．推出了金圜券．

此前莹币的崩溃，可以雌蒋介石敢权耀陷解放战争
泥潭的必然结果。而金圆券的粉墨登场．却包台着更为

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对政治上危机四伏．军事上节节败

退．经济上潮自崩溃。蒋，r石自己．0知肚明．失嗷的膏

运已无可挽回．金圈券的推出．即是蓄意在撤离大陆前

所作的最后一次搜括与瓣．
重庆是西南经济重镶．是国民政府最后撤退的城

市之一．受金圆券及稍后银圆券之害也更深．金圆券从

面市到寿终不过9个月光景，其贬值速度比法币更为

迅速．物价上涨更为猛烈．可谓月月涨．天天涨．一日

教涨．靛月间，市面斓纸币的面赣便从一元．五元．
t元小杪一路跃升到十万，五十万．一百万大钞．甚至

五百万，一千万，五千万面额盒圆券牵累也投^市场当

纸币流通。1949年6爿．重庆的交通运输、邮政等公

用事业率先改用银圆计价收费，随后各商店也魏用银

唧标价．拒收金圆券．6月23 n。国民政府被迫公布

年。忙丰银行t庆分行、麦加利银行t庆分行相继在重

庆开业．这两家银行也是国民政府首次批准颁发营业

执照的两家外赘银行。到1944年．重庆已有备类银行

达70寐隶，其中总行设在重陕的银行就有近柚家。银

行业资本达7亿案元．暖收存款13．5亿元。在瀹银行

生达到抗战以来的鼎盛时期。

逮一时期重庆的金融货币，已进人国家统一货币

即法币时期．社币流通柳期．其葶{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它不仅直接缓解了。白银风潮。所引起的通货紧缩，企

业倒闭，市场萧条局面．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为

后来的艰苦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统一币制，清

除了军栩割据时的货币混乱现象．才有可能统一调配

国家财政金融资源．集中财力支持长选八年的抗玎战

争。

当然．在抗战后期，由于越量发行货币．导致严

重的通货摩胀，祛币大幅贬值，从而对量庆人民的生捕

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如果说．导致抗战后半期日益严重

的通贷睁胀，最主要的因索还是战局进入了屉艰难的

阶段，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E海租

界、香港．缅甸锌地．切断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海陆变

通．封锁了物资运输通道．井加紧向华中．西南发起攻

击．致使物源萎缩．财税枯竭，人不敷出．也就只能不



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一元。承认银圆可以流通使用，

实际是宣告金圆券在金融舞台上的丑恶表演狼狈谢幕。

1949年7月初，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鉴于金圆券

的彻底失败，无奈恢复银本位制，发行银圆券与银圆等

价流通。重庆中央银行随即公布发行银圆，银圆券、银

圆辅币券及相关兑换、流通办法。8月．长沙、福州等

地相继解放，广州政府各院部，人员分批迁来重庆，随

之带来的大量银圆券。对重庆市场造成冲击，致使物价

上涨，银圆券贬值。遂引发重庆市民持券挤兑银圆事

件。11月中旬，蒋介石再次紧急飞抵重庆，召集军政

要人商讨对策，欲固守川东防线。而刘，邓大军进军西

南解放贵州后，乘胜向川黔边界一线挺进，先后解放涪

陵、攻占綦江．30日重庆迎来解放，蒋介石仓皇逃离

飞往成都。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广大市民持有的银圆券可

按规定比例兑换人民币。至此，这些历经沧桑的老钱

币，伴随着重庆城市发展的潮起潮落，走完了它的风雨

历程，其间既有辉煌，也有黯淡。一枚枚旧币，一张张

旧钞，将人们带入那逝去的岁月，并讲述那段历史的精

彩片断。



匿票号．钱庄署 琶
票号

冒票号是趴汇兑为主，兼办存放教，发行票据等业务的民营金融机构．可谓

早期的中国式银行。票号在承汇时，以票汇方式交予汇款人一种有本号特有暗
记的汇票。凭此票即可在全国联网的异地分号兑取现银，故习称为“票号”。晚

清以来．重庆的票号有以山西人为主的西帮票号和浙江、云南商人开设的南帮 毕建刊
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即发源于

重庆。 翮 门／、矗

日升■是中国票号的鼻祖．其创 经们自
始人冒履泰为山西平强人，他旱年在天 謦岛日
津开设日升昌期{料铺，往返于京、津， 铱日
川贩卖铜绿．并在t庆设有分店．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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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II，而t庆日升昌商号恰有一批盈余

歙欲运北芽c．日升昌通过与其素有交往

的清官员协商后，采取双方互为拨兑的

办法。只以一纸信函。即解决了双方长

途运送现银而蜀道艰险的不便和风险。

重庆遂成为西帮商号最早经营异地汇业

的发源地。约在道光初年．日升昌正式

将颜料商号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其后

票号在重庆如雨后春笋，开雌育十后达到

16家，光绪年问最盛时有近30家，以

西帮势力最为强大．如平避帮的日升

昌、蔚泰厚、百川通，祁县帮的大德通、 开玄：
大缚恒等。 担，

南帮票号以天腰祥最鼻实力。其 澄辇鼗戳孺潍黎鸶螫琶蹩 詹幸i
创始者云南人王兴斋于1868年在重庆 骥溺獭黯潲瀚藕霞器霍隔 。例开设天顺祥商号，主要经营货运于川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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