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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是穿长马褂戴假辫子的洋人船主是穿长马褂戴假辫子的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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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9日
清晨，重庆朝天门码
头人声鼎沸。

一艘马达轰鸣的
机器船“利川号”溯江
而来。这是长江中上
游开天辟地第一次驶
来的非人力船只。当
天，在渝的上百名英、
美、日领事馆官员和
外国商会人员分乘数
条木船前往迎接；本
地官府也派众船列队
江中张灯结彩等候；
重庆市民更是闻风而
动纷纷涌到江边看稀
奇。这艘船的主人是
英国人立德乐，一个
穿长马褂戴假辫子的
洋人。

时光荏苒，沧海
桑田。

1890年，中英签
订《烟台条约续增专
条》。1891 年，重庆
海关成立，标志着重
庆正式开埠，由此向
世界打开大门，3000
年江州古城开始嬗
变。从那时至今，重
庆开埠已130余年。

自1843年始，中
国沿海滨江城市陆续
成为通商口岸。西方
列强虎视眈眈地觊觎
着资源丰富的西部
地区，两江环抱水路
优势明显的内陆重
庆更是他们眼中的
香饽饽。抢在最前
面、动手最早的是英
国殖民主义者和英
国人立德乐。

远航重庆
因沿江民愤抗议计划搁浅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1838
年，英国曼彻斯特人。1859年来到中国香港，
在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之后，他入上
海，开设洋行，成为沪市富商。

立德乐远航重庆的梦想始于1876年的
《中英烟台条约》，清廷据约被迫同意:“四川重
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
轮船未抵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
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立德乐意识到:能否驾驶轮船抵达重庆，
是能否打开重庆、进入西部的关键。1881年，
他虽然一艘船也没有，却在湖北组建了川江轮
船公司，开始为探入川江做准备。

1883年2月，立德乐携夫人乘轮船到达汉
口，因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的轮船停驶，改乘木
船，历经40天航行抵达重庆。立德乐此行名义
上是旅游，但真正的目的却是考察川江航道。他
雇人绞滩，甚至赤脚涉水，加入纤夫的队伍中，考
察木船吃水的深度，特别是难关险境，都一一仔
细查看、测量、记录。他据此完成的《经过扬子江
三峡游记》，成为最早向西方介绍长江三峡的著
作，也成为西方人洞悉重庆的一扇窗户。通过这
次勘察，立德乐进一步坚定了驾驶轮船通过三峡
的决心:“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
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

立德乐一到重庆立即在下陕西街购置房
屋，计划像在上海那样开办洋行，以重庆为中
心，逐步向周边扩展。1884年，立德乐购置了
马力大、吃水浅、操纵方便的“彝陵号”轮船，往
返宜昌至汉口，载货运客，以赚取资金，同时取
得行船经验，为进入三峡、航行川江做准备。

1887年，立德乐认为时机已成熟。他筹
集1万英镑，在英国专门订制了一艘更适合航
行川江的“固陵号”轮船，准备大干一场。消息
传出，群情激愤，纷纷集会抗议，特别是沿江的
船民，他们深知，一旦机器轮船进出川江，势必
淘汰运行了上千年的木船，打破他们传统的生
活方式，影响他们的生计。于是放出话来，“如
果英国轮船执意上行，誓死将之堵截击沉。”

民众的强硬态度，迫使清政府不得不终止
了之前给立德乐的允诺，派人谈判达成协议:
清政府以12万两白银收购立德乐在宜昌的码
头房栈及“固陵号”轮船，英国轮船十年内不得
驶入川江。

驾船入渝
他经营猪鬃赚得盆满钵满

出售“固陵号”轮船，立德乐大赚了一笔，
但穿越峡江，直达重庆，才是他的目标。

1890年立德乐在重庆下陕西街开办起了
“立德乐洋行”，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家外商洋
行。然后他花重金聘请英国人蒲兰田率领测
量队，深入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
在沿江标识标记，还炸毁江中险滩暗礁，继续
为轮船通行做准备。

1895年，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署
《马关条约》：外国轮船可以在川江载客运货。

立德乐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在上海

订造了一艘双水轮机动船，外形像只水生铁甲
虫，两侧各有一个形状如水车的大轮盘划水前
进，取名“利川号”。这艘船载重7吨，长55英
尺（约16.76米），时速达9海里（约16.67公里）。

1898年2月，“利川号”从上海开到宜昌。
2月14日，立德乐自任船长，“利川号”从宜昌
出发，朝着重庆的方向，开启了一场生死未卜
的远航。

经过20多天的艰苦航行，“利川号”终于
抵达重庆朝天门下游10公里处的唐家沱。休
整一夜后，3月9日清晨起锚驶向重庆。

来到重庆，立德乐稍事休整，立即开办以
自己名字命名的洋行。经营四川土货出口和
洋货进口贸易。不久，洋行生意大赚,他看中
了长江南岸龙门浩一带空旷之地，临近江边，
航行便利，欲据为己有。

但当时（1895年）清廷规定，外国人不得在
中国购买、租赁土地。他灵机一动，通过雇用
的中国买办卢序东，以卢的名义，将大地主周
承基在南岸龙门浩普香巷、新码头、马鞍山、瓦
厂湾等俗称“九湾十八堡”连亘数里的土地，以

“永租”方式租下来。
1896年，立德乐首先建起了猪鬃厂并当

年投产，成为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猪鬃厂。以
低价收购猪鬃，经过清洗加工，销往国外，进
行进出口贸易。他从天津、上海请来熟练工
人，教会在当地雇佣的工人生产操作，由开
始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很快发展到上百人的
工厂，产量也由每月只有两三千斤，发展到
一万余斤，这在当时算是上规模的大厂了。
立德乐垄断了重庆地区的猪鬃经营，赚得盆
满钵满。

开办邮政
他发行了重庆最早的邮票

1892年，立德乐在重庆开设了第一家外
资运输公司（即重庆有限转运公司）。次年，又
设立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即利川保险公
司）。1893年11月，立德乐仿效上海、汉口等
大城市做法，在重庆第一次设立当时称为“信
局”的邮政机构，并在长江下游宜昌、汉口和上
海设置分局或代理处，满足在渝外国人通信需

求。当年12月，重庆信局发行了重庆商埠邮
票，由法籍绘图师罗伯特设计，上海别发洋行
印制。邮票是白底红色图案，有长方形框，框
的上方印有当时重庆的英文字母“CHUNGK-
ING”，框右印“重庆信局”，框左印“票银贰
分”，票面正中是层叠的山峦和流动的江水。
水上有航行的帆船，山上有七层古塔，宛如一
幅风景画。古塔是相邻近的建于清代的觉林
寺报恩塔。这枚邮票是重庆最早发行的邮
票。1896年，清光绪皇帝下旨设立国家邮政
机构，一年后，重庆信局被清廷接管，其发行的
邮票，也随之停用。

1898年,立德乐闻知江北两家煤矿发生
纠纷，见有机可乘，就买通官府，寻找代理人，
为其收买矿产开发权，几经周折、商洽，立德乐
获得了江北50年的煤矿开采权。

立德乐在重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有
了新的目标。1900年，他在重庆组建了岷江
轮船公司，打造新的适合川江航行的轮船，溯
川江而上，向四川的其他地方扩张。

1908年，在中国挣够了钱的立德乐不想
再干了，将洋行托交给帮办聂光省代理，自己
携夫人以考察矿务为名，经昆明转赴上海。抵
沪后，来信告知聂光省，将洋行全部资产转让
给另一英商“隆茂洋行”，转让金由隆茂洋行直
接交付给他。这样，腰缠万贯的立德乐就悠哉
游哉回英国去了……

解放初期，隆茂洋行被西南军需部和土产
公司联合作为仓库使用。1950年9月，隆茂洋
行仓库发生大火，房屋和财产损失惨重。1953
年，南岸区政府接管并作为政府及所属机构的
驻地，长达40年之久。1994年南岸区政府搬
迁南坪，房屋交由重庆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使
用。2005年，总队搬出后房屋空置。2002年、
2009年，立德乐洋行旧址先后被南岸区人民
政府、重庆市政府列为区级、市级（第二批）文
物保护单位。

2007年，重庆历史名人馆建成，200位名
人齐聚朝天门。其中有12位外国人，立德乐
的雕像排在首位。

目前，在立德乐洋行旧址的基础上正在
打造“重庆开埠遗址公园”，部分场馆已对外
开放。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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