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餐馆，有别于饭馆、酒馆及包席馆。它是设有厅堂，可以在此随
点随餐，既有饭食，亦有菜肴的所在。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第一家餐馆——留春幄创立时的盛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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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这家诞生于100多年前的餐馆
设有雅座包间，还能吃满汉全席

□林文郁

（一）
1910年3月1日，重庆城外的菜园坝，锣鼓喧天，人声鼎

沸。为迎接南洋赛会，川东地区第一次商业劝业会举办了。
这一天，重庆城里的男女老少、官绅市民纷纷由南纪门出

城，奔向西南郊的菜园坝。
在这里，重庆的第一家既开堂零售、又可以让客人进店围

坐餐桌叫菜吃饭的餐馆开幕了。在展场搭设开张后，大家对
这种设宽敞坐堂，又摆设筵席，可以点炒菜、蒸菜、煮菜，还可
以吃热菜、凉菜及便饭的形式感到新颖、稀奇，再加上随到随
点，自由随便，故来此吃“稀奇”的人很多，天天打拥堂。

这一下，餐馆不仅赚足了银两，还赚足了吆喝。也正因为
如此，展会结束后，沈通远、梅际郇、漆玉章等几个股东一合
计：一不做，二不休。在陕西街中段找到一绝好位置开起了留
春幄餐馆。

由此，重庆第一家餐馆——留春幄诞生了。
留春幄的店名由梅际郇先生所取。其店名，在抗战时曾

被下江人称为“甚幽默，亦雅致”。餐馆为一楼一底，“层楼杰
阁，更屋渠渠”，座场宽大，设施较好。

由于留春幄生意好，就经常被轿子、马匹等堵塞街面，妨
碍其他店铺生意，与周遭店铺发生纠纷与诉讼。

关于重庆餐馆出现于清末，有人提出了怀疑，认为不至于这
么晚才出现餐馆！我以为，这就要怎么来看“餐馆”这个词了。

所谓餐馆，即设有厅堂、可以在此随点随餐，既有饭食，更
有菜肴的所在。它是与饭馆、酒楼有区别的。区别有两点：是
否有坐堂，是否能堂食。即：一是在店内有没有可供食客就座
的桌椅；二是饭点时，能不能在店堂内点菜吃饭。

（二）
当然，餐饮业的历史，重庆应该是很久了。但在早期，更

多的是沿街串巷的挑担叫卖及摆摊设点的小贩或者饭馆、酒
馆，如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就有了重庆从事“面馆生
理”从业者的记载，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就有了重庆第一
家有记载的面馆——天星楼。

此外就是饭馆，饭馆里的菜只有简单的蒸、炒，没有坐堂，
供应的对象是一般的行客。

重庆的酒馆与北方酒馆是有一定区别的。北方的酒馆或
捎带卖菜买饭，而重庆的酒馆一般为冷酒馆，不生灶火，只提
供饮酒或下酒的冷菜。

特别说说重庆的包席馆，它只上门承办宴席，自己无店
堂，也不零售饭菜。那时，人们但凡有“大小宴会，皆向包席馆
定办宴桌”。

包席馆在当时又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既烹制菜肴，又提供
锅碗瓢盆等炊饮具；另一种是不烹制菜肴，只提供锅碗瓢

盆等炊饮具，故又称冷包席馆。它们均无售卖的座场
门面。包席馆以一、二“掌脉”厨师为首，联络

红、白、墩、炉厨工和跑堂倌、水案杂工、打
帕子、点水烟等各色人员，挂牌招
徕。遇有生意，视其大小，组成
班子。届时自带工具及餐具
上门操办宴席。所用原辅
材料，也可一并包办。而
冷包席馆则以提供炊饮
具为主要业务，不提供
厨师上门服务。

过去，不少烹调
高手多出自包席馆，

包席馆的生意也一时兴
旺发达。

（三）
随着留春幄的诞生，一时间，重庆的第一批餐馆如破茧的

春蚕般悄悄地诞生并迅速发展。
在1921年与1926年先后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增订九版中

国旅行指南》及《增订十三版中国旅行指南》两书“重庆”一章
中，都有根据民国五年（1916年）调查列出的重庆酒楼（餐馆）概
况，其中就有留春幄、适中楼、陶乐春、二分春及四时春等。

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重庆餐馆发展迅猛，是因为餐馆营
业范围比包席馆更广，堂内还设雅座、包间，还可预订席桌，客到
出席。有的餐馆还附设小吃、面点等，这样既能减少客人的麻
烦，又可让顾客吃到自己喜好的口味，所以迅速走红、吃香。

留春幄从创建开始，就能承办高级筵席，制作“烧烤席、鱼
翅席、海参席、满汉全席”，著名的菜点有烧方、枣糕等。烧方
在烹制中的难度较大，需经整方、刺眼、漂方、吊膛、滚叉、烤酥
等多种工序。此菜肴本来是高级筵席中的菜品，很难吃到，后
来有了餐馆，则可由顾客随时排点单食，从“神秘”走向民间，
从“高尚”走向普通。

据说留春幄有一位姓吴的师傅，所制的冷盘精美而被长
期聘用。他的12只或9只拼盘端上来，中间一大盘是“二龙
戏珠”或“凤凰展翅”，周围小盘子内拼有飞禽走兽，荤素兼备，
甜咸辣酸俱全，犹如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

（四）
当然，在留春幄里也发生过比较有趣的故事：
1935年冬季的一天，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先生（后

曾任重庆大学校长）的朋友吴某、成某结婚，礼堂设在重庆最
大的餐馆、位于陕西街的留春幄。婚礼邀请何鲁先生担当证
婚人，与此同时，新人还邀请了一位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
的将领担当证婚人。新人邀请的这一文一武的证婚人差点将
他们的婚礼搞砸。

婚礼举行时，主持人请证婚人讲话，何鲁先生首先登台。
由于何鲁先生是有名的学者、教授，来宾们都屏息静气地凝神
细听。何鲁先生首先对两位新人讲了一些鼓励的话，接着话
锋一转，说道：“关于婚后生子。中国人口多，特别是军人多。
军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据州郡，你争我夺。神仙打仗，凡人遭
殃。中国的事情办不好，他们要负责任。拥兵多了，有大阀、
小阀，闹得不亦乐乎。两位结婚生了娃娃，切忌娃娃不要当军
人，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幸福无穷了！”

先生的这一番话，含沙射影，弄得一旁的军队将领啼笑皆
非，很不是滋味。

接下来，作为证婚人的军队将领上台发言。该将领也先
来了一番祝辞，接着就说道：“将来生娃娃，洗三朝的时候，要
多用自来水把娃娃的脑壳好好冲洗冲洗，让他以后头脑清醒
才好。不然，一个人脑瓜子不清楚，乱骂人，会惹是生非的！”

两位证婚人唇枪舌剑、暗含讥讽的交锋，让来宾们一个个
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好在新人机敏，立即请客人们入席，并
将参加婚礼的军界、文职人员分成两席，互不同座，才未使事
态进一步扩大。在觥筹交错中，彼此的心气得到了挥发，一场
喜宴总算尽欢而散。

谁是重庆第一家餐馆谁是重庆第一家餐馆？？

七条证据足以证七条证据足以证明明
谁是重庆第一家餐馆？目前，有三种

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陶乐春”是第一家。
第二种，认为“适中楼”是第一家。
第三种，认为“留春幄”是第一家。我

持此观点，认为是站得住脚的。
我在2017年出版的《重庆味道》一书

中已说过此观点。其后，又发现一些史
料，故再进行了梳理，不妨在此逐一展示
给爱好文史的朋友，以证明我的观点。

首先，是 1911 年出版的《中国旅行
指南》，书中列有：陕西街的留春幄和玉
麟轩、白象街的随园和醉仙楼、三牌坊
的杏春五家。有留春幄，无陶乐春、适
中楼。即使在 1914 年出版的《中国旅行
指南》中，有留春幄，也有陶乐春，但无
适中楼。

其次，由傅崇榘编写的《重庆城》列举
了当时重庆著名的餐馆，有：三牌坊的四
时春、江家巷的陶乐春、大梁子的优胜旅
馆、朝天门的大江东、陕西街的蜀东旅馆、
半边街的艳阳春、白象街的洞天春、陕西
街的留春幄。其中，有留春幄、陶乐春，但
没有适中楼。

第三，1937年3月29日的重庆《商务
日报》有这样的记述：重庆开设餐馆，始自
民国前三年之赛宝会及南纪门外菜园坝
之赛宝会开幕，遂有留春幄餐馆出现。

第四，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版的《巴
渝晚报》上，也曾刊登过《重庆杂志》一文，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亦可佐证：直到清末
宣统元年，渝城举办空前未有的“赛宝
会”，地址在南纪门外菜园坝，其中不少新
奇的事例出现，如餐馆的开设，为梅际郇
等仿照申汉所有，命名“留春幄”，会后即
移入城内中陕西街，继续营业，由漆玉章
任经理。即重庆的留春幄是仿照当时上
海、武汉一带餐馆的做法而来，劝业会上
创办，会后迁移至中陕西街继续营业。

第五，20世纪40年代，重庆的一份报
纸在介绍“重庆的第一”时，曾有如下文
字：第一家银行——聚兴诚，第一家照相
馆——有蓉，第一家大商场——商业场，
第一家大糖果店——稻香村，第一家茶楼
——话雨楼，第一家旅馆——留春幄，第
一家中药号——壶中春。它把留春幄写
成了第一家旅馆，我以为是笔误，或者留
春幄一开始就设有旅馆，餐食与住宿是一
体的。

第六，留春幄自家的资料可作旁证。
在一份留春幄餐馆20世纪30年代初致军
政学商各界人士的信函中写道：本馆于清
季开始营业，至今二十余年。久蒙各界赞
许，兹将房屋另行修缮，大加改良，历举其
特点如下：（一）地点系前明倪户部巴字园
旧址，南对涂山，可观一郡江山之胜；（二）
餐房幽胜……

最后，在1996年7月由四川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编纂的

《四川省志·商业志》中，有这样的描述：宣
统元年至二年间开办的留春幄餐馆，是重
庆最早的餐馆。它之所以说“宣统元年至
二年间”，是指筹备在宣统元年，而举办时
已在宣统二年，这也是过去的报道容易搞
错的原因。

以上7条证据足以证明：留春幄才是
重庆第一家餐馆。

（作者系重庆食文化研究会名誉顾
问）

20世纪30年代初留春幄给有关名人的信函，其中提及
自己成立于清代的表述。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