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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
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艳，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
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
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
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
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
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
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
脉流转传承等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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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年的优秀人
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
。
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
程中坚信不移。
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
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
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
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
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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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广袤的巴渝大地上，点点疏星般地散布着上千座老城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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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剑交鸣，旌
旗蔽日，烽火连天的战场，耳边犹闻昔日颦鼓；又曾记这烟柳画桥，羌管凤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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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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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冶泽，男，籍贯重庆，1959年10月生于四川乐山。
吃过糠，下过乡，扛过枪（当了几天“基干民兵”），炼过钢（做过半年翻砂工），经过商（卖了三
天羊肉串），写过几篇小文章（但无颜列出），其余行状未可张扬。
现供职于重庆沙坪坝区委党校，一教书匠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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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前言重庆城建史略“九开八闭”重庆古城朝天门东水门和翠微门太平门和太安门储奇门和人和门
金紫门和凤凰门南纪门和金汤门通远门和定远门临江门和洪崖门千厮门与西水门佛图关历史悠久的巴
渝古城江北古城合州古城铜梁古城与安居古城涪州古城忠州古城万州古城云阳古城奉节古城巫山古城
与大昌古城巫溪古城黔江古城星罗棋布的古寨城堡钓鱼城白帝城皇华城多功城磐石城天生城龙崖城万
寿山寨涞滩寨其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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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重庆市区及其附近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近年仅在江北、南岸的沿江一带，就发现近
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据史籍记载，重庆初名为巴，为巴国之都；秦灭巴后为巴郡治所，设江州县；后又改名垫江、巴县、
楚州、渝州、恭州、重庆等名。
作为川东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地，重庆历来都是郡、道、路、府、州、市的治所所在，历史上还
曾三次作过都城(春秋战国时的巴国之都、元末明玉珍政权的大夏国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陪
都”)，也曾三次被列为直辖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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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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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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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东部，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形如半岛，大体呈东西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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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至川北各地，向西沿长江经沱江、岷江可达
川中、川西直抵成都，从陆路也有大道西至成都，往南也有陆路到达贵州、云南。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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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隘重重，险阻处处，其城又三面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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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被它阻挡达四十年之久而不得寸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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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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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及其附近州县失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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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险可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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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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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任后就开始筹划修筑重庆城垣。
有人不同意，顾虑工程浩大，费力费钱。
彭大雅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
”城在嘉熙四年(1240年)基本筑成，至少有四个城门，因为据记载彭在四门立大石，上书：“某年某
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之根本。
”但在《元史》和《宋史》中，却提到重庆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五门。
只是有些门的具体位置尚难确定。
彭大雅所筑之城，是在大敌当前时仓促所为，只是在旧有城墙上进行维修并加固加高。
其所依之旧城，一般都认为是三国时期李严筑的上城。
不过其时距三国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又历经战乱沧桑，其城即使还在，应早已残破不堪，难以依峙
。
据记载，蒙军曾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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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铁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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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善了城上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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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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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祐乙巳东(西)窑城砖”字样的宋代城砖，乙巳为淳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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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彭大雅筑城“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督责未免苛严，遂遭言官参劾，谓其“险谲诈变
”、“贪黩残忍”，故城成之时，就成了彭大雅削秩罢官之日。
但后人对彭大雅筑重庆城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西蜀之地能抗击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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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重庆一合州一线受到顽强抵抗而无法前进，甚至蒙哥大
汗也战死在合川钓鱼城下。
因此彭大雅死后被迫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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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临死前在白帝城托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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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事防吴。
蜀后主建兴四年(226年)春，李严移驻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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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江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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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汉代一里的长度，据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为414米，十六里则有6624米。
大城主要是向西扩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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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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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踪影，故其具体位置还难以确定。
在李严之前约540年，史籍中记载第一个在江州筑城的是战国时期的张仪。
张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据说他是鬼谷先生的弟子，与苏秦是同学，后被秦惠文王用为相，为秦国的崛起立下大功。
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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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向秦国求救。
秦惠文王派张仪与司马错率军伐蜀。
灭蜀后，张仪见巴地富庶，又派兵直取巴国，将巴王俘虏，巴也就此灭亡了。
这真是引狼人室的千古教训。
巴亡后，秦在原巴国统治地置巴郡，在原巴都置江州县，为郡治所在。
张仪在江州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
不过，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个字的记载，即《华阳国志·巴志》中的“仪城江州”，因此其详情不
得而知。
但据考古发掘，在半岛尖端一带发现多处战国至西汉的古井、陶器和瓦当，可知这里当时有居民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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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主要部分在山脊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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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江一侧。
如果再往前推，有关重庆城垣的情况就只有间接的推论了。
因为巴国没有可识的文字流传下来，又僻处边远之地，中原典籍极少记其事迹。
大家都知道巴蔓子将军的故事：巴国发生内乱，蔓子许楚三城而请楚出兵平乱，事后蔓子拒不与楚城
，而以头谢之。
这三城不知是何城，但肯定应是近楚的边城。
既谓之城，当有城垣。
以边城而有城垣，作为巴国国都的江州，又岂能是不设防的城市？
不过，当时的巴都(包括张仪城)究竟建在哪里，实际上至今仍未真正弄清。
后世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建在今重庆半岛上，这是比较流行的看法，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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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为在今江北嘴，即与半岛尖端相对的嘉陵江北岸，不少专家
持此看法；还有一说是在巴县西或西北，见于一些古籍记载。
但这些说法都带有相当大的猜测成分在内，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须今后加强城区考古发掘来证明。
在彭大雅建城之后，还有一次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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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宮八卦。
”根据这段记载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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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1377年之间。
第二，城是“因旧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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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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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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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有相当的差异，一千一百多年来肯定有明显扩大。
第五，“环江为池”，说明三面都已环水，城墙除西边外都已建在水边，成为水门。
而此前有的门可能离江边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如嘉陵江一侧的储奇门。
第六，“门十七，九开八闭”。
其中有九个门常开，另外八个却是“门虽设而常关”，并且其目的仅仅是从数字上讲“象九宫八卦”
。
古人动土修造最讲“风水”，这样的故事非常普遍：如果一个地方多年没出举人、进士，人们不说是
教育出了问题，却怪有什么东西妨碍了风水，于是或修一座塔来镇压，或架一座桥来补偿。
反之，则只认为是风水好，不敢轻易动土以免破坏。
近代重庆教案，起因于西方教会在城内外制高点或关隘处修筑教堂，而百姓绅商们群起反对的理由，
不是从军事上考虑失险于外人，而是仅以重庆“龙脉”被占、被毁为借口，怕破了重庆的风水。
古人修筑城垣，自然是为防御敌军，如果把城修得像传说中的“九宫八卦”，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
那该多好！
但城墙只能四围，不可能复杂到像阵式一般，所以只能从数字上取象。
想来戴鼎是个迷信阴阳堪舆之术的人，要不就是相信了风水先生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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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东西，古人却觉得很有创意，而在以后的记载中反复提到它。
可修这么多门却又关着不开，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而且有些门相隔得太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完全是劳民伤财，徒耗工费(修城门比修城墙复杂多了)。
再从军事上讲，门是防守的薄弱部位，门多就意味着薄弱环节多，为加强防守又会分散兵力。
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作法。
也正因为如此，这八闭之门后来逐渐封堵，仅存地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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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一本介绍重庆地方历史风貌的读物。
作者在参考大量他人著作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认识与研究，本书也使用了许多公开出版物中所发
表的照片，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还请谅解，并致谢意。
本书由冯庆豪同志选点和拟出提纲，并提供了许多资料，然后由唐冶泽同志执笔写作完成。
因时间仓促，资料有限，许多地方也未能进行实地考察，所以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有识之士提出
宝贵意见，将来若有机会，当作认真修改。
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周围许多人的各种帮助，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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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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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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