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陪都重庆市的市内交通系统

内 田知行

前 言

拙文作为战时陪都重庆市社会史研究的
一环 对当时的市内交通系统进行考察 。 本研究 的 目

的是弄清当时的交通系统是如何保证战时居民 出行的 。 众所周知 抗战前期 ，重庆市遭到了 日军的

猛烈空袭 ，
人们往来于市内和郊县之间 ，

面临因此而来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动 ， 当时的交通系统是如

何应对的呢？ 战争后期
，
随着空袭危机的解除 人口激增 、市区规模扩张 ，对此当 时的交通系统又是

如何应对的呢 ？ 或者说无法应对？ 这是本文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 。

拙文的结论是战时陪都重庆的市 内交通系统经历 了从
“

传统人力交通工具
”

到
“

现代公共交通

工具
”

的缓慢变化 。 换言之 ，在抗战前期 （ 空袭期 间 ） 以人力车 、马车等非机动车辆和肩舆 、骑马等

人力工具为主 到了抗战后期 （ 安定成长期 ） ，公交车 、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得到了发展 。 与此对

应 在就业结构方面 ，
经历了从传统交通工具的非正规就业到现代交通部门正规雇佣的缓慢转变 。

下面拙文拟对这种虽缓慢但确实的转变进行描述 。

一

、 市 内交通系统的概况

首先
，
通过回顾文献资料来再现当时的市内交通情况 。

年 ， 日军飞机断断续续的轰炸仍在持续 当时的市内交通概况如下
“

市 内马路近年益见

扩大 ，

……交通工具又上下数百 轿子 、人力车 、汽车 、公共汽车各色齐备 。 最近又将有马车出 现于

市上 更微完备矣 。

”

①

至 年 ，空袭基本上停止 人 口激增 ，市内交通情况也因此发生 了变化 。 不独市面繁荣 ，凯

旋路尤为繁华 ，

“

接通上下两半城之中部马路一再增宽 。 新辟之路 先后完成者更为不少 ，市政之

迈进大可惊人 。 精神堡垒雄立于民权路广场之中 。 车水马龙 、行人如织 公共汽车 、人力车供不应

求 。 尤以迁建区之往来行旅拥挤不堪 ，
于是各校特约专车应运而生。 虽多至十余部 仍形拥挤 ，

而

行旅大众均称便利 。

一

则 不需远道至七星岗及两路口
，

一

尝扯号轮次久待之苦 只在民 国路广场

随时即可搭车 ，便利多矣 。 其次 驿运服务所之改良马车 ，
近亦行驶于市区之内 ，

一新山城交通之耳

目
，从此吾人更多

一

安坐平速之代步 ，较之公共汽车 、亦各有长处也 。 沿江石级无法盖去 仍须借重

①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年 ） ， 北新书局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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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轿 ，
又山城之一特色也

”

。
①

由此可知 ，
在 年出现了与学校合作的

“

各校特约专车
”

，运行于半岛 区西郊的
“

迁建区
”

为避空袭而建的居住区 ） 和市区之间 。 此外 ，随着
“

驿站运输业
”

的复苏 ，
还出现了改 良马车的

运输 。

表 对抗战中期 年 、 月 交通运输部门的就业者人数进行了统计 。 年 月 的重庆

市总人口为 人 其中男性为 人 ） 。 根据表 的数据可知 交通运输部门就业者人数

占总人 口 的
，
如果以男性就业者计算 ， 占男性总人口 的百分之 。 由于是体力劳动 ，该

部门可以说是专属男性的就业场所 ，其中船运部门的情况有点难以掌握 。

“

船务
”

可认为是指由轮

船 、轮渡和木帆船构成的航运部门 这个部门 的就业者占总人 口 的 其中男性占 。 但

是 ， 由于纤夫 、码头的挑夫以及水上货物的装卸工可能被统计在
“

挑挽
”

、

“

装卸
”

、

“

堆桟
”

业种之

内 所以船运部 门劳动者所占的人 口 比率应该会更高 。

“

路政
”

（ 道路交通运输部 门 ） 的就业者主要

应该是汽车司机 并且应该还包括了服务于公共交通事业的公交车司机 。 总而言之 ， 其中
“

挑挽
”

、

“

转运
”

部门的就业者人数所占 比率最高 所以 ，可 以推断担负 当时交通运输事业中坚力量的是人

力交通工具 。

表 交通运输部门就业人数 年 、 月

业种 年 月 （
％ 年 月 （ ％

路政 （ 道路交通运输部门 ）

挑挽 （ 挑夫 、车夫 ）

航务 水运事业部门 ）

转运 （货物转运业 、运输业 ）

堆栈 （仓库部门 ）

其他

合计

资料来源 ： 《各月 人口职业 统计 月报》 户 口 变动统计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警察局档案 。

说 明 ：表 中括号 内是 男 性的数据 。 业种项 目 中的括号 内是引 用 者的说明 。 该表删除 了原统计 资料 中 邮电 （ 邮政电报业职 负 ）

的数据
（ 年 月 人 其 中 男性 人 年 月 人 其 中 男 性 人

） 。

表 是 年和 年交通运输部门就业者人数的统计数据 。 年 月重庆市总人 口为

人 市政府调查 ） 。 根据表 数据所示 ，交通运输部门就业者人数 占总人口 的 。 但与

年 、 月 的统计不同的是 ，该统计的项 目 中没有包含邮电业就业者这
一项 。 该统计数据显

示
，汽车和汽船这

一

现代交通工具行业的就业者所 占比率不过 虽然比 年有所上升 ，
但

是挑夫 、人力车夫 、肩舆 、木帆船等传统人力交通工具发挥的作用显然依旧很大 。 另外 ，
比较

年和 年的就业者人数 ，可 以发现汽车司机在这
一年间明显减少很多 ，

这是因为支援抗战的军

需物资运输减少 。

① 杨世才编 《重庆指南 》 （ 年 ）
，
重庆指 南编辑社 年版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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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交通运输部门就业者人数 、 年
）

业种 年 （ ％ 年 （ ％

汽车司机业
丨

人力车业

挑挽业

肩舆业
— —

板车夫业

轮船业

船渡业

民船夫业

驳船业 — —

船夫人数
—

—

其他部门人数 二

合计

资料来源 ：
年的数据参考重庆 市计划委员会编《 重庆市经济综合志 》 ，

重庆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年 的数据参

考 《 陪都 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 ，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 年 编印 ， 第 页 。

二
、 市内陆上交通 ：公共汽车与出租车事业

一

）重庆汽车概况

表 对 、 年重庆的汽车进行了统计 。

表 汽车统计 、 年 ）

车的种类 车的种类

运货车 邮政车

自用车 机器脚踏车

营业客车 车辆合计

特殊车 汽车司机人数

资料来源 ：
杨世才编 《重庆指 南》 （ 年 ）

，
重庆书店 年版 第 页

； 《重庆市警察局念九年度统计年鉴》 ， 《重庆市工务局

接收市警察局车务管理所文卷 、
各种车辆号牌等移 交清册和有关文件》 ，

重庆市档案馆藏 重庆 市工务局档案 第 页 。

表 年 一 月汽车牌照等登记件数

车的种类 新发牌照 办理汽车过户 汽车变更登记 补照 补牌

货车

小客车 小型乘用

大客车 （ 大型乘用 ）
一

一

一

特殊车等

脚踏车

一

资料来源 《重庆市工务局工作报告 》 （ 年 月
一 年 月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 市政府档案 第

—

頁 。



	

内 田知行 战 时陪都重庆市 的市 内交通 系统

据 年 月 的统计数据 表 车的种类大半为货车和 自用车 。 可以说支撑市 内交通系

统的营业客车仅 辆 不过占所有车辆的 。 据
“

年 月 汽车牌照等登记件数 （表

所示 新登记的车 为货车 。 另外据
“

年 —

月 驾驶执照发行数
”

（ 表 所示 ，所发行

的驾照 中 是职业驾照 ，所发行的补发执照 中也有 是职业驾照 。 由此可以推断 ，
当时车辆

的大多数为往来于陪都和外地之间 的货车 。 另外 ，许多记录显示 自用车中有些是政府官员所用的

专车 ，但据推测这些车辆大多数应该是属政府所管的工厂和企业所有 用来运输资源和军用物资的
“

自家用货车
”

。 例如 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旗下的交通企业 、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旗下军需工

厂的交通企业 、后勤部的运输部门 、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的陆运企业 、军政部兵工署汽车运输所 、财政

部花纱布管制局运输所等所有的货车 。

表 年 一 月 驾驶执照发行数

驾照种类 驾照发行 补发执照 驾驶员的审查 、雇佣 、解雇

普通驾照

职业驾照 审核驾驶员执照

临时驾照 驾驶员雇佣

小计 驾驶员解雇

实习驾照
丨

一

资料来源 ： 《重庆 市工务局工作报告》 （ 年 月
一 年 月 ） ，

重庆市档 案馆藏
，
重庆 市政府 档案 第

—

页 。

二
）
公共汽车事业

表 是
“

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
”

这家市 内最早创建的公共汽车公司所拥有的车辆统计数据 。

始于 年的重庆市公共汽车产业在抗战前期购人了大量的公共汽车 ，但
—

年期间运

营台数剧减 。 这是因为受到了空袭的影响 ，
而到了抗战后期则开始顺利成长起来 。

表 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持有车辆统计

时间

持有台数

购入台数

运营 台数

资料 来源 ：陆大钺 《陪都的公共汽车业 》 ，杨 实主编 ： 《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 》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其

中 年的数据参考杨世才编 《重庆指 南》 周年特刊 ，
重庆指 南编辑社 年版 ，第 页 。

说明 ： （
从抗战开始到 年 月 为止所购 买 的 台数为 台 ；

：

台汽车中 柴油车 台
，

汽油车 台
；

台汽车 中客车 台
，
卡车 、救济车 台

；

“

运营 台数
”

表示 当 时实际所投入运行的车辆 。

下面引用史料对市内公共汽车业的发展过程进行说明 。 年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 的运营

情况如下 ：

计有 四路行驶 。 第
一路 ：

自 曾 家岩一上清寺一两 路 口
一观 音岩一七 星 岗

一都 邮街
一小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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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一过街楼 。 第 二路 ： 自 过街楼

一商业场
一储奇 门

一南纪 门
一石板坡一燕 喜 洞 （ 飞场 码 头 ）

一

菜园 坝 。 票价 第 一路 四 站 以 内 七 毛 、 以 下 一元 。 第二路 三站 以 内 七 毛 、 以 下九毛 。 第三 路 ： 七

星 岗
一两路 口

一牛角 论一建设村一化 龙桥
一土湾 小龙坎 高 滩岩一新桥一 山 洞

一和 尚坡一

新开寺一歌乐 山 止 。 第 四 路 ：
七 星 岗

一小 龙坎 间 。 票价 ： 第三 、 四路照 成 渝路每公 里二角 口分 ，

计个路乘客长 日 均甚 拥挤 惜乎 无车 可增 。
①

当时总共只有 条路线 ，运行的中心在老城区 ，后来也开始延长到半岛 区西郊等新开发区 。

这种情况到了抗战后期的 年有所变化 公共汽车公司的市 内路线网得到了整顿和发展 ，

开通了市内与北郊北碚地区之间的路线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共 汽车公司 …… 市 区 内现仅 一路行驶 。 曾 家岩
一上清寺

一

两路 口
一

观音岩
一

七 星

岗
一都 邮街一机房街

一过街楼 。 其票价不论远近 一律五元 。 两路 口 与 都 邮街之 间 ， 每 日 有 专

车若干次 。 （ 公共汽车公司 ： 渝 （ 北 ） 碚线
… …每公里八角 计算 。 起站 七 星 岗 与 两路 口 两处 。

两站相距 三公里 。 如 由 七 星 岗 起 ， 多 算三 公里 。 自 两路 口 起 ，少 算 三公 里 。
……

（ 各校专

车……人人可搭 。 重大 、 中大 、 中工 、南 开
一

沙坪坝 （每 日 来往三次 ） 。 复旦 、联合校车 往北碚

每 日 对开一次 ） 。 大 公一小龙 坎 （ 日 三次 ） 。 药 专
一

歌乐 山 （ 曰 三 次 ） 。 交大
一

九龙 铺 （ 曰 三

次 ） 。 东 方
一青木关 （ 日

一

次 ） 。 社会学 院
一壁 山 （ 曰

一次 ） 。 中 正
一覃家 岗 （ 曰 三 次 ） 。 教育

学院
一磁器 口

（
曰 三次 ） 。 各校车 票 价 ， 每公里 八角计算 。 都 邮 街起站 至 化 龙桥九元 六 ，

……

歌乐 山 二 十八元 三
，

……壁 山五 十二元八
，

…… 北碚六十 八元 。
②

该史料中显示新开通的
“

各校专车
”

，
即大学学生和教职员所用的

“

班车
”

也对一般市民幵放 ，

由此可见当时市内公共汽车路线网的发展情况 。 另外据该史料显示 ，包括公共交通在内 的
“

市区

交通事业
”

归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 （ 年 月停止工作 ） 的公共汽车管理处和交通部客运站

管理处
“

重庆客运站服务所
”

掌管
，
各校专车的运行则 由运输统制局管理各校车售总站掌管 。

三
） 汽车交通管理

下面对当时市 内交通的管理体制进行描述 。 从战前到抗战中期为止的管理机构大致上发生了

如下变化 ：

年 月
，
重庆市公安局 成立车务管理处 。 凡在 重庆居住之 自 用 车 主 、 及 市 区 营 业 车

行 ， 皆 应 向 重 庆 市 车务 管 理处 领 照缴捐 ， 其余 应 向 四 川 公路局 或 成 都 市 公安 局登 记领 照 缴

捐 。

…… 年 月 ， 交通部 汽 车 牌 照 管 理处在重庆成立 ， 为 全 国 公路 交通监 管机构之始 。

管理全 国 公商 车辆及驾驶员 与 技工 的 登记 、检验 、考验 、发证 照 工作
，
并 发布 了 汽 车 管理规则 、

驾驶员 管 理规则和技工管 理规则 。 对公路交通安全工作 ，则 由公路稽查 、 宪兵 配合 管理 。
③

由此可以得知 年 月 在重庆成立了交通部牌照管理处 负责车辆与驾驶员 的管理 （登

①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年 ）
，第 页 。

②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年 ） ，第
—

页 。

③ 重庆 市交通局 编 ： 《重庆公路运输志》 ，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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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考试 、证书发行等 ） 以及公路交通安全 。

那么当时的汽车是如何运行的呢？ 据抗战中期 年重庆市警察局制定的 《汽车运行注意事项》

记载
“

、禁止无灯或独灯汽车夜间行驶市区。 、禁止汽车两旁攀附立人。 、禁止破烂或污秽汽车行驶。

、禁止军用汽车歸女眷 。 、汽车行驶每小时不得 公里。 、汽车载重不得 原定帐度 。 、汽

车在行驶或停止间站 ，得紧关车门 。 、司机执照应随车携带备受查验 。

”

抗战末期 年重庆市政府

公布的速度限制令中对此进行了修订 ，

“

规定汽车行驶速率 市区每小时不得超过 公里 ，郊区每小时不

得超过 公里
”

。
② 在空袭时期 年） ，车速

一

律限制在时速 公里以下 年开始修改为市区

才速 公里 ，郊区时速 公里 。 而这段时期汽车数量的激增则是以郊区公路网的修建为背景的 。

年 月
，汽车的运行管理发生了很大改变 ，

“

、

一

律靠右行驶 。
… …

、行车最高速率 ，市

区时速二十公里 、郊区四十至五十公里 。 、车辆前后最小间隔 ，市区五公尺、郊区五十公尺
”

。
③ 市

区 的车速限制提高到时速 公里 、郊区提高到 — 公里 。

其中的一大变化是规定全国从 年 月 日开始 ， 由之前的车辆左侧行驶
一

律改为右侧行

驶 。 现在中国车辆右行惯例即源于此 。 近代中 国 进 口汽车一直采用汽车靠左行驶规则 。 抗战时

代的国 民政府从美 国进 口很多美制车 ，包括美国军用车辆 。 美国早就采用汽车右行制 美制车 的方

向盘都放在左边 。 进 口 以后 政府不得不改造驾驶座位 ，花了好多经费 。 所以政府到抗战末期就决

定改变车辆左行规则 。

表 对抗战中期 年所发生的汽车事故的件数和原因进行了统计 。 其中货车事故相对较

多 其原因 中 驾驶技术不 良所占比例最高 ，
其次的原因是汽车质量不 良与公路上交通秩序不善 。

表 汽车肇事件数和原 因 （
年
一

月

车辆事故件数 （ 普通车 军用车 计

各类车辆事故件数 运货汽车 自 由 客车 公共汽车 出粗客车 机械脚踏车

石者人数 负伤者 其 中男性 死者 其中男性 计 其 中男性

驾驶不良 车辆不 良 交通秩序不良

峯事原因 驾驶疏忽 超速 不鸣 喇 其他
驾驶不 良 的情况 刹车故障 方向盘故障 车轮故障

超重 轮胎故障 喇叭故障

交通秩序不良 的情况 与他车相撞 行人违背交通规则 行人拥挤

肇事地的道路情况 平坦路 坏路 十字路 狭路 山边路 其他

—

资料来源 ： 《 重庆市警 察局 念九年度统计 年鉴》 ， 《重庆 市工务局接收市警察局 车务 管理 所文 卷 、各种 车辆 号牌等移 交 清册

和有关文件 》 ，
重庆 市档 案馆藏

，
重庆 市工务局档 案 ， 第

一

页 。

说 明 ：
统计对 象是 第

一

、 、 、 分局 的事故件数 。

三 、 市内陆上交通 ：非机动车辆的交通运输事业

一

） 非机动车辆的持有情况

表 是以人力车为主的非机动车辆的统计数据。 该表显示非机动车辆主要为人力车和轿子 从

事这类运输工具的行业吸收了大量男性隐性失业阶层的就业 因此其就业人数增增减减 ，
不断反复 。

① 《重庆 市警察局工作报告 》 （ 年 月
一 年 月 ） ， 重 庆市档案馆藏 重庆 市警察局档案 第 页 。

②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

年 月
） ，
重庆 市档案馆藏 重庆市政府档案 第 贾 。

③ 《交通 警察手册》
，
重庆市警察局 年编印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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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非机动车辆
（
人力车等 统计

人力车行 ￡

人力车夫

合计

人力车 自 用

营业用

轿行 ￡

轿夫 余

合计

轿子 自 用

营业用 丄

自行车夫 余

合计

自 行车 自用

营业用

自

营业用

资料来源 ： （ 杨世才编 《重庆指 南》 （ 年 ） ，
第 页

；

《重庆市警察局念九年度统计年鉴》
， 《重庆市工务局接收市警察局车务管理所文 卷 、各种车辆 号牌等移交清册

和有关文件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 市工务局档案 第 页

；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 年
—

月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市政府档案

， ， 第 页
；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年 —

月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市政府档案 ， ， 第 页
；

《重庆 市统计手册 》 （ ，
重庆 市政府 年编 印 ， 第 页 ；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年 月
一 年 月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市财政局档案

，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年 月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 市政府档案

， 第 页
（
同 年

一

月 期 间的登记 台数 ） 。

、

二
）非机动车辆的交通概况

在抗战中期 年的重庆 ，人力车与轿子是民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下面引用一段较长的文献

来描述当时的交通情况 。

最近本市通行人力 车之道路范 围 更见扩大 。 而 小街狭巷 以 及附城 南北 两 岸各码 头 ， 仍有

极长石 阶 ， 更不 能不借 重于轿子 （ 南岸 上 山 多 系 滑竿 ） 。 过去警局对此两项交通 工具之 地段

及价 目
， 均 有详细规定 。 不幸去年署季物价节 节非 常高涨 。 此 两种人力 工资 ， 亦 随 之而高 涨 ，

不 复再受其限制 矣 。 迄至最近虽有新规定 公布 只 储奇 门 码头 、海棠溪 、龙 门 浩 数处 。 尚 有联

办处交通服务站 临 时规定轿资 ，
虽贵而有 一定之限制 ， 胜无规定 良 多 矣 。 此外 ，各码 头之轿夫 ，

均各 自 为风气 ，贵客乘轿 ，

一条短街 起码 六角 ， 稍 远一元 以 上 。 望 龙 门 河边上坡至 望 龙 门 ，不

到 一里 之三分之二 ， 非 七八毛不 可 。 储奇 门 交通站 规定 ， 由储奇 门 江边上坡 至 三圣殿 ， 才 只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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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半 ，而 路途则 较望龙 门 上坡远一倍 以 上 ，相差如 此之 巨 。 海棠溪或 龙 门 浩 至黄桷 垩滑竿 三元

不到 七 华里 ） 。 至于人力 车 ，最近不 验地段起码 三 毛 ， 比前 此规定高 两倍 至三 倍之 多 。 如在

三段路 以 上则 五 毛至 六毛 ，
可 叫 如此 高价 ， 而坐 车之人仍 多 ，有 时 尚不 易得 。 年来 本市人 力 车

夫每 月 所得 多在三百元 以上 滑 竿轿子生 意均好 。 应乘轿或 坐车 ，

一段常识 故事 有某旅客 由 川

黔路来 ， 自储奇 门上坡 雇人力车 到 演武 厅 车夫知其不识路径 ， 向之需 索 三元成 交 ， 费时达 四 十

分之久 。 始到其友家 ，其友 闻其 由储奇 门 坐车来大笑 。 曰 ，你何不 坐轿上来 ，
不独 少 费二 元之力

资 ，且可省时三十分钟 。 也并为之说 明 路线 ， 由储奇 门 马路直上经玉 带街 今名 凯旋路 上三 圣殿

过磁器街便到演 武厅 如坐车便下半城最长之林森路过道门 口
， 由 小什字 民 族民 权等路 ，

绕一 大

圏 子故也 。 盖本市中 正路 ， 自 小什字上打铜街 向 西南延长直 至三圣殿为一 山脊 所以 旧 名 大梁子

山梁 ） ，
上下 两半城之分水岭 。 沿此路之西北为上半城 东南则 为下半城 。 顺 东南之横街道均 系

坡路 ， 上下不能通车 。 除非 凯旋路完 成之 日
， 则 可 自储奇 门坐车直上 三圣殿 ， 而不再横绕下半城 ，

多 免 四分之三 以上之圏 子也 。

… …

由小什字 下打铜街 ， 因倾斜大 、行人 多 ， 故不准人力 车下行 避

免危险 （ 准上行 ） 。 如在小什字 以上 叫 车 至林森路一带 ，
必须绕道新街 口

， 由 曹家巷下坡 。

至抗战后期 年 轿子和骑马仍然比较流行 。

“

凉轿盛行于沿江各码头 、尤以轮船及轮渡码

头为多 。 如朝天门 、千厮门 、盐码头 、纸码头 、临江门 、大码头 、望龙门 ……市 内鱼市 口上神仙 口
、凯

旋路上三圣殿上坡 、价 目近者四五元 、远者五元六七元不等 。 南北两岸上坡多系滑竿及乘马 。 如海

棠溪上下龙门浩 、玄坛庙 、弹子石… …均系凉轿集中之处 。 乘马则惟海棠溪上龙门浩与弹子石为

多 。 其力资与滑竿不相上下 如到黄桷垩 、海棠溪坐滑竿上坡需十六元 、龙 门浩老码头则需 十八

元 、

……南岸各码头滑竿力资大约每华里三元左右
”

。
②

年客运开始之后市 内马车路线也开通了 。

“

政府为发展大后方驿运 特设驿运管理总处 ，

办理释运 。 重庆客运频繁 ，驿运处特推行马车于市郊成立驿运服务所 。 行驶马车于上清寺与小龙

坎之间 、两年以来成绩良好 。 川陕释运分处 近亦装置载客马车及货车各百辆 ，行驶成渝公路 。 驿

运服务所 ，亦将马车路线扩张至城区
”

。
③ 当 时运营的马车路线是

“

上清寺一化龙街一小龙坎一新

桥一山洞一新开市一歌乐山 、菜园坝一储奇门 、菜 园顼
一较场 口 、储奇 门一较场 口 、上清寺一两路

口
”

，在市内交通系统中发挥着
“

以补公共汽车 、人力车之不足
”

④的作用 。

三
） 非机动车和轿子的管理

从事人力车和轿子这类交通工具的行业给社会底层的男性劳动力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 ，但是 ’

国民政府却于抗战后期的 年提出了压制该行业的取缔方针 。 蒋介石本人于 同年 月 日亲 自

下达取缔令命令 ，并批准于 月 日开始实施 。 该方针如下
“

奉 委座本年 月 日 机秘甲字第

号手谕 ，
以市内肩舆 ，无论 自备或系雇用 应 自 月 日起

一

律禁止 ，
不许乘座 ，至于市区以外可

一面限制肩舆数量 、

一面尽量提高其捐税 ，饬 拟具办法实施…… 。 委座核准自 月 日起实施 。

”

⑤

在 年《人力车 、轿夫限制办法 》实施之后 ，重庆市非机动车辆从业劳动者数量激减 ，

“

在未

实施人力节制前 ，
车夫共为 余人 ，轿夫共为 余人 ， 自经本府实施重庆市人力车 、轿夫 限制

①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

年
） ， 第

—

页 。

②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 年 ） ， 第 頁 。

③ 杨世才编 ： 《重庆指南 》 （ 年 ）
，
第 页 。

④ 杨世才 编 ： 《重庆指 南 》 （ 年 ） ， 第 页 。

⑤ 《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 》 （
年 月

）
， 重庆 市档案馆藏 重庆市政府档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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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后 即分区派员核发车轿夫工作证 、办理车轿登记与核发许可证等工作 ，计发车夫工作证

名 、轿夫工作证 名 ，
又发 自备车夫工作证 名 、轿夫工作证 名 ，

比较实施人力节制前 ，共

节制车轿夫 余人 其被取缔车轿夫均 自 动转业 或在各保应征服役
”

。 管制政策实施以后 ，

获得营业用牌照的人力车夫为 人 ，获得 自家用牌照的人力车夫为 人 共计 人 。 获得

营业用牌照 的轿夫为 人 获得 自家用牌照的轿夫为 人 ，共计 人 。 换言之 ，人力车夫

人数减少了 轿夫人数减少了 。

下述史料是对人力车 、畜力车运营的规定 ：

“

人 、兽力车 ，应紧靠右边单行顺序行进 不得超越 、

争先或并行 。 （ 人、兽力车 ，应让汽车先行 。 （ 人力车空车 ，不准在道路徘徊 、挽揽或争拉乘客 ，
应

停放指定地点
一

次开行 。 （ 人力 车乘客 ，应照规定给资 ，车夫不得与乘客互相吵闹 、行动粗暴 。

人力车夫 ，须穿着规定号衣 ，及佩带工作证 ，否则应予取缔 。 （ 成年人 ，
不准二人同坐一辆人力

车 。 （ 人力车 ，
不得载运污秽物品 。 （ 人力车 ，行进斜坡 或交通繁盛道路 应缓行走。 （

人力车

行进 ，
两车相距须在一公尺以上 。 （ 脚踏车 ，

不准一车坐二人 、并禁止在人行道上行驶 。 （ 脚踏

车 不准攀附汽车而行 。 （ 脚踏车行进时 ，
两车须相距二公尺 以上 。 （ 板车载运物品体积 ，高不

得超过三市尺、长不得超过车底板二市尺 、宽不得超过车底板
一市尺五寸 。 （ 运货板车 ，

应在规定

之时间 、及道路行驶 。 拖绳不得过四公尺 、拉人不得过五人 、兽不得过两头 。 （
马车停止时 ，车夫不得

擅离。 倘因事必须离开时 ，须将马拴系 以防奔突 。 （ 马车之马匹瘦弱 、车辆破烂者 应禁止行驶 。

”

②

四 、 市内船运事业

一

） 码头 的经营

年左右重庆的码头情况如下 ：

九龙 铺铁路码 头 此码头 为铁路运输与 轮船运 输联络衔接之埠头 。 其建筑 宏大 为 全

市之冠 。

海棠溪公路码 头 有双轨 引 道 伸 入江 心 ，便利 轮渡 （ 渡汽 车 之轮渡 ） 停 泊 。

朝 天 门 码 头 在 两河合流处 ， 为轮船木船上下水码头之孔道 。 城 区 马路之起点 ， 有平

台 四 层 ， 至为 雄伟 。

嘉陵码 头 此码 头建筑最早 在小 河顺城街与 信义街之 间 ，折城为基 直下麻柳 湾 ，
全

长 四 百 五十 尺 平 台 孔拱洞各三 ， 为本埠主 要之轮船码 头 。

千厕 门 码头 为嘉陵 江轮船木船水码 头之总 汇 。

太平 门 码 头 为 扬子江岸 轮船木船水码 头 之孔道平 台 三个 。

储奇 门码 头 为 川 黔公路之过江码头 。 储奇 门 支路 由 此达江边对面 ， 即海棠溪码 头 。

江北观 阳 门码 头 与 朝天 门码头相对 ， 为 江北 区之水路孔道 。

飞机码头 在南 区干路 燕喜洞之前 与 珊瑚坝 飞机场衔接 。

牛 角 沱码 头 在 新市 区嘉陵江 岸对面 ，
即香国 寺 。 此码头若完 成 以 后

，
凡经成 渝公路

运输之货物 即 可在此起卸 ， 与 轮运连接更为便利 也 。
③

① 《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 》 （ 年 月
一 年 月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市财政局档案 。

② 《交通警察手册》 第
—

页
。

③ 杨世才编 ： 《重庆指南 》 （ 年 ） ，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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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半岛区和长江南岸 、嘉陵江北岸的码头计十余所 。 这些码头中半岛 区的朝天 门码头和南

岸区的海棠溪码头最重要 。 以海棠溪码头为例
“

年 ，海棠溪码头开始有现代渡江工具轮渡过

江 木船摆渡逐渐衰落 海棠溪义渡于 年停办 。 年 月 ，川黔公路全线通车 ，该公路由南

岸海棠溪为起点… …与黔境公路贯通 。
…… 年 月 ，海棠溪至储奇门开通 了车渡 、两码头之

间实现 了水陆贯通 。 年 ， 日渡车辆
—

辆 其中军车 占 、其它车辆占
“

。

当时重庆的码头工人大多数是哥老会的
“

袍哥
”

，后来又加人了清帮 、洪帮 。

“

抗战初期 北平 、

天津 、上海 、南京 、武汉相继沦陷 ， 国 民政府机关纷纷迁来重庆 ，各大城市的清帮 、洪门分子随之而

来 。 重庆袍哥独霸码头的局面一时变为清 、洪 、袍三帮鼎立的局面 。 但本地袍哥从江湖义气出发 ，

对于外来的清帮 、洪门是抱欢迎态度的
”

。

二
）轮渡水运业概况

蒸汽船轮渡事业的发展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河川交通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在抗战初期 年开始运营的
“

重庆轮渡公司
”

。 该公司 当 时的营业情况如下 ：

“

轮渡公司 前经

建厅何厅长召集有关各方会商 ，推 由航务处何静源处长负责筹备 。 在渡轮未购妥前 ，
暂向 民生公司

租船两 只 ，于元旦 日行驶 。 几经交涉 ， 当租定民庆 、民约两轮 ， （元旦 日 ） 巳正式行驶。 前舱有座椅

设备 ，渡资较高 ，收费千文 。 后舱收费八百 。 闻资本定为十五万元 先 由省府拨给一万 ，
以示提倡 ，

将容纳商股 ，共策进行云 。

”

“

重庆轮渡公司
”

开业后的发展经历可谓坎坷万分 ，

“

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 自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开始筹备 ，
至三十年五月 ，属于创立时期 。 自三十年五月 ，

至去年抗战结束后 ，属于发展时期 。 自

抗战结束后 ，
至现在为止属于挣扎时期 。 （ 甲 ） 创立时期 。

… …

（储海线 、朝江线 、朝弹线 、望龙线 、

朝野线 、南黄线 、潮溉线 ） 以上七线的开航 ，遂奠定了轮渡公司 的基础 ， 当每一航线开航时 ， 渡船帮

必出而阻晓 尤以朝弹线反对最烈 ，该帮聚众数百人 ，不许轮渡开行 虽有宪警在场 ，秩序亦不能维

持 该帮所提条件如下 ： （ 轮渡须将开行时间短缩 ， 自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为止 。 （ 不得装载行

李 ，
并不得拖带木船运客 。 （ 录用渡船失业人员 。 后经调解除第

一条外 ， 其它酌予容纳 始告平

息 。

……

（ 乙 ）发展时期 。

……公司 以陪都为人文荟萃之地 江面交通频繁 ，夜航颇感必要 乃于三

十年九月 ，正式在储海 、望龙两线 ’首先开行夜航 票价一律定为法币一元 从此晚至午后十二时 ，城

内乘客亦可过江 市民莫不称便 …… 当空袭发生时间 ，
轮渡免费装运乘客 ， 由城疏散过江 尤为各

界所称颂 ，

… …在三十二年二月 内 ，该公司经董事会决定 ，与民生公司彻底合作 这是第二期 中 的一

件大事 ， 因此 ，轮渡公司 ，
实质上

，
已变成民生公司的附属事业了 。

… …

（ 丙 ） 挣扎时期 。
… …抗战

结束以来 ，该公司在财务上更感拮据 ，故在第三期 中 ，该公司随时均在艰苦中挣扎 ，

… …首先取消代

售船票办法 以杜绝积弊 ，该公司各线的轮渡票 ，原由 四川旅行社派人在码头代售 故售票员 的任

免 公司 主管既无法控制 售票员纵有舞弊情事 ，公司方面亦不克予惩处 ’ 大量伪票的发生 ， 即与此

有关 ，

… …该公司乃向 四川旅行社几经交涉 ，始将售票权于本年 （ 年——引者注 ）上期收 回 ，于

是伪票问题 ，方得暂告解决 。

… …至于无票乘客之多 ，公司收人因此损失之大 早为该公司所痛感 。

在每 日乘客总数中 估计无票者 ，有时可高至百分之二十 ，换言之 ，公司 的收人即在无形中损失了百

① 戴渝华编 ： 《老码 头 》 ，
重庆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② 唐绍武 、 李祝三、蒋相 臣 ： 《 重庆袍哥史话 》 ， 《河北文史资料》 编辑部编 ： 《近代 中 国帮会 内幕 》
（
下卷 ）

，群众 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

③ 《元旦开航 》 ， 《
四川 经济月 刊 》第 卷 第 、 期合刊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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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十 ， 故无票乘客的损失 ，可以说是该公司在收入上最大的一种漏卮 。①

如前所述 公司在设立时遭到了木船渡船帮的强烈抵抗 ，后来与之达成妥协方得以继续营业 ，

于 年 月 开始了夜间航运 。 之后通过实行空袭时的
“

轮渡免费装运乘客 、由 城疏散过江
”

，从

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 但是由于经营状况恶化 在 年 月 被纳人民生公司旗下 ，实际上成为

民生公司的附属产业
”

。 即使在抗战胜利后 ，其经营也一直举步维艰 。

在抗战末期 年 ，新的 渝工轮渡公司
“

成立 ，参与轮渡事业 。

“

该公司 为本市南北两岸各

渡口 木船船户 、渡工联合之组辦 。 在抗战后期民国三十三 （ 年开始筹备集资合组 。 渝工轮渡

公司预定行驶临江门至香国寺之航线 。 因此与重庆轮渡公司争讼口口口 ，而此线卒为渝工所得 奉

行政院核准三十四 （ 年元旦开航 ，

…
…

现有小型汽轮五只 、锅炉缸火轮一艘 ， 即以此轮扩充由

渝至土论之长航线 。

… …

现有航线 ：临江门经陈家馆至香国寺 、临江门至刘家台 。 票价 ：临江门至

香国寺三百元 、临江门至刘家台二百元
”

。
② 由木船船户组织成立的该公司于 年 月 起开始

了航运 。

三
）轮渡抗运路线

表 统计了
“

重庆轮渡公司
”

航运路线数的变化 ，
表 则是

一 年乘客数量的统计 。

在 年仅有 条轮渡路线 ，其中重庆市区 （半岛区
一长江南岸 （南岸 ） 路 重庆市区一嘉

陵江北岸 （江北 ） 路 。 到 年 ，轮渡航线发展为 路 其 中重庆市区一长江南岸 路 重庆市

区一嘉陵江北岸 路 。 至 年 ，共计有 艘轮渡用于航行 航线数发展到 路 其中重庆市 内

至南岸段为 路 、 艘
，重庆市内至江北段为 路 、 艘 重庆市区长江下流 （ 储奇门 ） 至上流 （ 黄沙

溪 段为 路、 艘 。 由此可见 较之半岛区至北岸的航线 ，半岛区至南岸的航线在当时更受到重视 。

表 轮渡航运路线数

航运轮渡数 （

储海线 （ 储海线

—

储海线 储海线

一

艘

朝弹线 朝弹线 朝弹线 朝弹线

市区
一南 岸 段 的横 望太线 望龙线 望龙线 望龙线 艘

断航线 一

‘

朝野线

“

朝野线

一

朝野线 艘

南黄线 南黄线

—

南黄线 艘

—

嘉弹线

市 区
一

江北 段 的 横 朝江线 朝江线 朝江线 朝江线

断航线 朝溉线 朝溉线 朝溉线

市区顺江线 储沙线 （ 〉 储沙线

合计路线数

资料来 源 ：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 年 ） ，
第 页 。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 年 ） ， 第 页 。 杨世才编 ： 《重庆

指南 》 （
年

） ，第 頁 。 《重 庆要览 》 ，重庆市政府 年 编印 ， 第 页
。

说明 ： （ 储奇 门
一海棠 溪。 （ 朝 天门一弹子石 。 （ 望龙 门

一太平 波 （龙 门 浩之前 ） 。 （
望龙 门

一龙 门 浩 。 （
朝天 门

一

野猫溪 。 （ 南纪 门一黄桷渡 。 （ 嘉陵码头一弹子石 。 （ 朝天 门
一江北嘴 。 （ 朝 天门一溉澜 溪 。 （ 储奇 门

一黄沙溪 。

① 杨及玄 ： 《重庆轮渡公司 的展望 》 ， 《 西 南实 业通讯 》第 卷第 、 期合刊 ， 年 ， 第
—

页 。

② 杨世才编 ： 《重庆指 南 》 周年特刊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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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时的乘客量 另外据重庆市政府编印 《重庆市统计手册》 （ 民国 年 ） 显示 年的

轮渡乘客人数总计 人 平均每月 人 、每 日 人 。 而 年 月重庆市总

人 口约为 万人
，所以每 日有 的重庆人利用轮渡往来于重庆半岛区和江北区 、南岸 区之间 。

表 轮渡乘客统计 一

年

年度 乘客人数 年度 乘客人数

—

资料 来源 ： 《 重庆要览》 ，第 页 。

四 ）轮渡水运就业者

表 是重庆轮渡公司就业者的籍贯统计数据 。 船上勤务职员约 来 自重庆市下游的湖北

省 约 来 自 省 内巴县 ，来 自省内其他县域的人很少 。 其中拥有驾船技术的一 、
二等航海士与一 、

二等驾驶员大半来 自湖北省 。 与此相对 ，
轮渡的码头勤务职员 大半来 自 巴县与江北县等四川省 内

县 。 船上勤务职员的多数来 自湖北省的汉 阳 、汉 口 、武 昌 、黄冈等长江渡船航运地区 ，这意味着战场

扩大带来的船舶技术人员的移动 。 而重庆轮渡员工这种籍贯构成的特点与抗战开始 年后湖北地

区沦为战区以及重庆轮渡公司成立时向外地借用各种渡船密切相关 。

表 重庆轮渡公司就业者的籍贯 年 ）

籍贯 船上勤务 （％ 其中航海士 驾驶员 计 码头勤务 （
％

四川省 内

—

巴县

— — —

江北
’

其他县
‘

四川省外

湖北

一

江苏

— — 一

安徽

“

江西

— —

浙江

湖南

— 一 —

山东

— ■

…

）

—

河北 …

）

贵州

一

— —

—

■
■

—

籍贯不明 ■

总计

资料来源 ： 《职 工总名册》 （
年 月 ）

，
重庆市档案馆藏

，
重庆市轮渡股份有限公 司 档案 。

说明 ： 当 时有轮渡 艘 航海士 、轮船 驾驶员共分
一

、
二两等 。 码 头共计 个

。

五 ）木船水运业

最后针对传统的木船河川水运情况进行描述 ，抗战初期 年左右木船渡江的情况如下 ：

① 《重庆市统计手册 》 （ 年 ） ，重庆市政府 年编印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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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市 三镇大小两江纵横其 间 ，在未建造铁桥 以前 ， 市 民仍赖木船及轮渡过江 。 两江渡船型

式 与 沪 汉宜 昌 均不相 同 ， 并无篷盖 ， 以 木板布置为座 船尾置长梢 以 代舵
，
前置三数桨为推进之

具。 大者可容二 十人 ，仅载八人 。 每 一码 头 渡船 以 数 十计 。 依轮次 渡 客有 一定价钱 。 大河

长江 横渡 ， 洪水 （ 季 ）每人八 百 （ 文 ） ，枯水 （ 季 ） 四 百 （ 文 ） 。 小河 嘉陵江 则 洪水 （ 季 ）

每人六 百 （ 文 ） ，枯水 （ 季 ）
二 百 （ 文 ） 。 环城两 江渡船码 头共有 七处 ， 而 到 达码 头 则 有 三 十余

处 。 除横渡外 ，其 它顺江上下较远码头 之渡资 ， 由 一千文一千二 百至 一千 四 百文 为止 。
①

木船渡江在 年仍然比较流行 ，

“

江面交通工具
，
轮渡不过 占其三分之一 。 轮渡虽然人满 ，

而各渡木船 ，亦不见清淡 。 至于渡资 ， 已与轮渡后舱齐驱并驾 。 大小两江横渡 ，每人一元 。 如到今

年洪水季候 ，大约非
一

元五角不可
”

。②

结 语

抗战结束后的 年 重庆市政府对抗战时期市内交通系统进行分析 ，总结为
“

抗战期间 ， 因

事先无通盘计划 ，致交通设施有各项缺点
”

。 具体内容如下 ：

“

（ 陆路上交通无系统。 （ 水陆空

三项运输缺乏联络终点 。 （ 公路分布不勻 、路线太少 、路宽不足 、坡度太大 、路面坷坎窳陋 。 （

无近代码头及起卸设备 。 （ 两江无桥梁之衔接 、南北两岸与市中心区不能联贯 致半岛过度发

展 。 （ 郊区交通不便 、市 中心区人 口集中 。

”

③但该陈述被批判为
“

要求得不到的东西
”

。

抗战期间 ，重庆市内交通网扩大 道路增宽 ，
路面的倾斜角度也得到改良 。 例如 ，从储奇门街道

上到旧市街中心西北的
“

玉带街
”

，
因为坡度陡急

，
人力车无法上去 。 年开通了凯旋路

，
蜿蜒曲

折 人力车可以缓慢蛇行上去了 。 而在此之前 ，人力车想去山顶的 旧市街的话 ，
必须迂回绕走长江

沿岸平坦的林森路 然后从打铜街西面爬上去 。 此外 ， 成为抗战后期主干公路的中 山 三路 （上清

寺
一

两路口 ） 于 世纪 年代末开通后 公交车可以从西郊的沙坪坝 （ 文教地区 ） 开到旧市街附

近 。 与市内交通系统的缓慢发展相呼应 长距离交通网也得到了发展 。 码头
“

装卸设施
”

的近代化

比较滞后 ，但这不仅仅是重庆市码头的现象。

最后 ，简单介绍一下拙文未能展开讨论的市外长距离客运业的发展概况
“

年 ， 四川公路

总局有客车 辆 、轿车 辆 、行李车 辆 主要集中在成渝公路一线 。 抗 日 战争爆发后 ， 年

月 日 ，川陕 、川黔 、川湘三线正式办理联运 。 月 日 ， 国民政府行营公布《统制汽油浪费办

法》 ，规定营业车辆停止使用汽油 ，而改装木炭 、酒精作燃料的汽车行驶 。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后 ， 同年 月 开行川陕路重庆至宝鸡的特约交通专车 。 年 月 日 ，川 、陕 、鄂区开行重庆

至恩施、沅陵直达客车 。 年 月 日 ，川陕联运处开行重庆至老河口 、宁夏 、绥远 、陕坝 、迪化

等地联运班车 。 日 本投降后 ， 年 月 开始复员运输 每月 由 西南公路局 、 四川公路局 、西北公

路局共派车 辆 ， 由重庆发运各机关 、厂矿复员人员 万余人 个月共运 余万人 。

”

④

〔 作者 内 田 知行
，
日 本大东文化 大 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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