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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家巷

由来与得名

戴家巷位于重庆老城中心地段。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母城一共编为

29坊，戴家巷划归临江坊。它毗邻临江门，
位于嘉陵江一侧的悬岩上，筑有城墙，砌石包

砖，是重庆古城卫戍区最坚固的一段，易守难攻。
清光绪年间，张云轩绘制的《重庆府治全图》，留下

了当时的信息。那时，城墙边建有骆公祠，纪念四川总督
骆秉章。此人一生清廉，被誉为“晚清第一清官”，他整顿吏

治，惠济百姓，受到好评。他虽然病逝于成都，但曾到重庆巡
视，关心民瘼，重庆民众为感谢他做了好事，建祠堂以示爱戴。
附近还有骆家花园，相邻建筑为美国福音堂、九龙巷。

早年重庆的经济重心在下半城，临江门地区经济不发达，
贫民没有住房，就沿着城垣搭建棚户居住。当时人口稀少，这
一带都是荒地，居民在此种植蔬菜，地名叫韭菜园。后因有戴
姓大户在此建房定居，家族繁衍，更名戴家巷。巷内居民多从
事挑水、奶妈、佣人、跟班等职业，偏僻无闻。

2 育婴堂和淑德女子学校

戴家巷的兴盛，与西方势力深入重庆有关。
清同治三年（1864年），基督教内地会进入重庆，随后美

以美会、圣公会、伦敦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等鱼贯而
入。1881年，牧师惠勒夫妇、鹿依士夫妇来渝传教，在戴家
巷租赁房屋，前面堂屋作礼拜堂，后面厢房居住，条件简陋。

由于部分不良教民以洋人为靠山，仗势欺人，地方政府
惧怕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敢秉公处理，积怨日增。1886年6
月，美国基督教士在鹅项颈购地建房，士绅赵昌勖等人以其
有伤风水为由，联名呈请县官制止，未得解决，激起公愤。应
试武生带头聚众数千人，发起第二次教案，将重庆城内及附
廓美、英、法教堂，以及洋房、医馆全毁。戴家巷的小礼拜堂
亦被捣毁。

稍后进入戴家巷的外国教会，也是美国的卫理公会，早
年叫美以美会。它的最高机构为华西年议会，会址设在重
庆，此前已有上百年历史。

1889年，美国卫理公会在戴家巷重建礼拜堂，鹿伊士牧
师在此开办圣公书室，宣传一些科学知识。这座教堂，与天
主教真原堂仅一街之隔，它们常举行礼拜祷告，洗礼圣餐之
类的宗教活动，加以官员拜访，教民出入，轿子、滑竿扎堆，小
商小贩叫卖，顿然成为热闹之地。据史料记载，甲午战前，重
庆已是“教堂林立，处处均有司铎，住居既久，入地自熟”。

1890年，卫理公会下属女布道会美国人韦勒女士，在戴
家巷创办收容孤儿的育婴堂，后来开设初级小学、中学等机
构，名为淑德女子学校。1953年该校改为普通中学，序号为
重庆市第15初级中学校。笔者最近获得一张老照片，内有
韦勒女士与女生们的合影。

据1943年重庆市警察局制作的《重庆市外国教会概况
调查表》记载，截至当年，戴家巷6号、7号是美国卫理公会房
产，8号是福音堂，礼拜天有宗教活动，平日每天分别有妇女
儿童活动或社会服务工作。

3 重庆第一家西医院开张

1892年，宽仁医院在戴家巷落成，为本埠第一家西医院。
宽仁医院大门为圆拱形，两旁为八字形照壁，院中掩映

着四幢中西合璧式青砖楼房，主楼四层，临江两幢带有长
廊。宽仁医院创办人，系基督教卫理公会派出的美国人马加
里医生和一名英国伦敦传道会医生，经费由教会承担。马加
里任院长，此后又陆续派来外籍医护人员，包括内科、外科、
牙科医师、教师，首批培训4名中国学生。

晚清官员保守顽固，对洋人既反感又畏惧，敬而远之。
宽仁医院开业，马加里向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衙门主官
发出请柬，居然无一人敢到场。市民的意识，则因封建闭塞
影响，对异域事物深感恐惧，起初都不敢去看病。为此，马加
里刻苦学习重庆话。突破语言关后，他首先与本埠官吏交
往，取得好感，由官方动员绿营官兵来看
病。有一个士兵暴食暴饮患上急腹症，肚
子痛得要命，急症室替他灌肠洗胃，第二天

就轻松了，逢人便说西医的好话。
一些市民陆续前来就诊，马加里又告诉他们，听诊器不

是用于掏心摄魂，血压计并非吸血鬼，温度计仅仅为了量体
温。开业当年，宽仁医院就收治男女病人300余名，做大手
术上百例。还有不少人前来补牙、拔牙，有位官员镶上一颗
时髦的大金牙，笑口常开。1916年，马加里亲自为刘伯承做
手术，摘除受伤眼球。抗战期间，陈独秀曾三次到此住院。

宽仁医院的西药、手术疗效明显，位置又适中，就诊病人
逐年增加，抗战时已是重庆城最繁忙的医院。它带动了周边
的服务业，街对面开起火锅名店“云龙园”，戴家巷内则有小
餐馆、小旅馆，顾客多为病人家属。

1949年以后，宽仁医院先后更名为川东医院、第四人民
医院，现名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名人寓居之处

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曾任湖北民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的邵保，出生于戴家巷。他少年从军，表现出色，受四川总督
岑春煊欣赏，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又留学日本，就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毕
业回国后，1908年参加清朝补考，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正在河北滦州任陆军第
二十镇炮标标统的邵保，策动上司发出兵谏通电，声援武昌
起义。不久他辞职南下，与一批同盟会同学增援武昌起义前
线，为埋葬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制立下汗马功劳。

1912年邵保任北京政府参谋本部顾问官，同时授陆军
少将。1927年随北伐军到南京后因病辞职。1928年病逝
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44岁，追加中将军衔。

川军军阀刘文辉，在戴家巷建有公馆。刘文辉是24军
军长，是驻重庆的21军军长刘湘的堂叔。刘文辉的势力范
围在成都，回重庆的时间少，其公馆平时大门紧闭。

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戴家巷中弹，基督教
福音堂钟楼被炸毁，残存礼拜堂维持活动。

5 网红景点游客拥趸

1950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成立，统战部部长由
市委第二书记曹荻秋兼任，先在江北办公，后迁到戴家巷。
曹荻秋坚决贯彻中央统战政策，他在全市统战会议上作报
告，阐述城市统战工作的重点，部署任务。市委统战部根据
重庆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带领各界人士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建设。

1954年7月，杨松青担任统战部第二任部长。他十分
尊重统战对象，党外知名人士有什么事，都愿意与他交谈，获
得指导和帮助。著名学者吴宓，把自己撰写的《红楼梦研究》
送给杨松青审读，杨松青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重庆市政协在戴家巷办起政协委员之家，三年困难时
期，各界知名人士可凭票来此就餐，至今还有老委员津津乐
道。有一次，吴宓把自己的用餐优待券送给中文系一位老
师，还详细提示对方，菜饭都可以加钱购买，不收粮票。吴宓
待人之诚恳，可见一斑。

戴家巷藏在历史中，藏在母城的褶皱里，旧城改造的东
风刮过，巷子里虽然修建了一些楼房，但大多数逐年破旧，幽
深曲折的小巷，连接着冷清的城墙，崖壁上堆满垃圾。偶尔
有人走过，由于不了解它的过去，驻足时间短。一些居民嫌
老房子无电梯，上下楼不方便，陆续迁走。

2018年，渝中区启动新一轮旧城改造，修建崖壁步道、
修缮居民楼、拓展商业空间。按照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
则，不搞大拆大建，留存历史记忆。于是，一座座老建筑在匠
人们的精心修复下，重现昔日风采。巷内的石板路被打磨得
闪闪发亮，两边的墙壁做了修饰，挂着红灯笼的小街，把人们
引入明、清光阴。来到悬崖步道，如蚁的游人爬上爬下，不停
地拍照打卡。黄葛树的树荫下，一家又一家各具特色的文创
店、小食店，展示着最新的商品和可口的餐饮，直到深夜还有
人在此聚会。

曾经的偏僻小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山城最具活力的地
带。行走在改造后的戴家巷，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乡。戴家
巷这只蛰伏的蛹，在岁月的孵化下，已经变成翩跹的彩蝶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儿筑有重庆最坚固的一段城墙
130多年前开办重庆第一家西医院

戴家巷往事
□杨耀健

重庆母城的百年老街
戴家巷，近年开辟成为旅游
区，此地蜿蜒盘旋在临江门

悬崖上的步道，是最能展现山城特色
的景点之一。它与相邻的洪崖
洞景区交相辉映，让国内外
游客了解和感知重庆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的前尘旧影。

19501950年年44月月，，重庆第重庆第
一任统战部长曹荻秋一任统战部长曹荻秋。。

重庆淑德女子学校师重庆淑德女子学校师
生生（（左为创办人韦勒女士左为创办人韦勒女士））

清代末年的戴家巷清代末年的戴家巷

2020世纪初的戴家巷世纪初的戴家巷

18921892年年，，戴家巷建成宽仁医院戴家巷建成宽仁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