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铜街因清代遍布打铜铺而
得名。而它的驰名，是因全面抗战
时期，它和附近区域聚集了众多内

迁金融机构及川帮银行，鼎盛时期多达150
家，被誉为战时中国的“华尔街”。

近日，借参观刚对外开放不久的重庆金
融历史博物馆（简称“金博”），我前往慕名久
矣的打铜街及附近街区打卡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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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金博”
美丰大楼，汇集当年重庆多个第一

“金博”所在地，是1935年8月建成的四川美丰银行
大楼，是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建筑物。1938年，迁渝的中
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曾在此办公，2013年被列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重庆正在打造的“绿
色金融大道”核心区域，是金融历史文化风貌展示区示范
性项目。

进入美丰大楼层高约6.3米的营业大厅，首先能感受
到与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的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学家杨
廷宝先生设计的大气与恢宏。虽是当年重庆的首家中外
合资银行，美丰大楼的建筑风格还是坚持了中国的传统
样式。大楼建成后，董事长康心如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题写“美丰商业银行”，并悬挂在正大门。于右任的字刚
劲有力、大气美观。

“金博”汇集了重庆金融史上多个“第一”的案例，让
人叹为观止：

1896年，人称“汤百万”的汤子敬创办重庆第一家钱
庄同生福，为重庆四大钱庄之一。

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设立，这是重庆首家
新式金融机构，也是该行在西部地区的唯一分行。中国
通商银行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是中国人自办的
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

1905年，重庆首家地方官办银行濬川源银行开业，取
“开通川省利源”之意。

1915年4月，杨希仲、杨粲三在重庆创办聚兴诚银
行，共筹集资本100万元，这是重庆本土最早的现代银行
机构，被称为“川帮银行的首脑”。此后逐步发展成西部
地区首屈一指并具全国影响的新式银行。其仿日本三友
银行建造的办公大楼，一直是重庆下半城最为突出的豪
华建筑。1938年至1945年期间，国民政府外交部曾长期
租用该行大厦三四层作为办公场所。

1866年，重庆近代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具有保险性质
的机构，是由綦江人陈洪义创立的“麻乡约民信局”。

189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在重庆设立首家外资保险
公司利川保险公司……

“金博”再现了重庆从1891年开埠至今长达130余年
既有艰辛坎坷、更有奋进辉煌的金融业发展历史全景，还
集中反映了重庆红色金融在艰苦岁月里的卓越成就。

触摸“金脉”
重庆钱铺，百年前有上下半城之分

重庆开埠之前，交易的手段是从等价实物到货币。

古巴国时期，巴人习惯以珠贝金玉、布帛食盐等进行交
易，或兼用“桥形币（铜璜）”作为一般等价物。秦并巴蜀
后，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重庆正式融入中原铸币体系，
此后历代“半两”“五铢”“通宝”“元宝”等货币在域内广为
流通。

开埠之后，交易以传统金融为主。相比于现代银行，
重庆母城的钱庄、银号历史更为悠久，其中规模较小者为
钱铺，较大者为钱庄，更大者为银号，经营范围没有严格
区分。

重庆早期的传统金融业，有票号、钱庄和典当等代表
性机构。

重庆票号分为“西帮”（山西票号日升昌，中国最早、
也是重庆最早的票号）和“南帮”（浙江、云南票号），鼎盛
时期，重庆有各类票号近30家。

重庆的钱庄起于清初，始于山西票号。清乾、嘉之
际，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染料店，染料中
铜绿化合物为四川特产,那时汇兑制度还没建立，须由天
津运银两到重庆购买，路途遥远，极不便利。后日升昌用
在渝所收款项购买染料，以省运钱的不便。后京沪及其
他地方商号，也纷纷委托该号在有分店的地方代收贷款，
于是无形中逐渐成为一种内地汇兑雏形。晚清时期，重
庆钱庄开启现代化转型。在民国初期十年，重庆钱庄发
展到50余家，地位一度超过银行，并于1924年成立重庆
市钱业同业公会。

重庆典当业始于清初，先有陕西人经营的当铺，后有
四川人开设的公质店和代当店。

自清末开始，重庆设立多种新式金融机构，包括银
行、保险、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等。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这是近代首家国家银行，改名为
中国银行，1915年在渝设分行。

重庆第一家私营银行晋丰银行于1909年在江津创
立，系江津盐商陈鼎臣等集资开办。

“盐傤保险”是重庆最具特色的保险，也称盐运水险，
是一种专门针对川盐水路运输的保险业务。从1930年
到1937年，盐运水险基本为重庆川盐银行独家办理。

1918年，唐继尧率护国军进入重庆，令重庆铜元局制
作纪念币“马兰钱”，以马和兰花为主题。马低头代表币
值五文、仰头代表币值十文，是颇有特色的一种货币。

到了20世纪20年代，重庆银行业勃兴。1927年3
月，美丰银行被本土资本收购，成为中资银行；1928年重
庆平民银行成立；1930年7月5日四川盐业银行成立，
1932年7月4日改称重庆川盐银行；1930年9月1日川康
殖业银行成立。自此，重庆本土银行的格局基本形成。

1931年9月25日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康心如
任主席，是西部地区成立的第一家银行公会。

重庆证券交易所于1932年4月选址道门口设立，这
是近代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资本为20万元，主要经营申
汇、各种公债、库券及有价证券交易。

光绪年间，重庆钱铺即有上半城、下半城之分，上半
城大都设在较场口关庙一带，多专营换钱业务；下半城设
在陕西街一带，大半皆兼营汇兑、贷款等业务。并且各设
一公会，上半城入会者须缴纳上庄银50两，下半城入会者
须缴纳上庄银100两。

1935年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中央银行分行收回
地方钞票，新兴银行陆续歇业或倒闭，至1937年前夕仅
余七家。抗战军兴，各地交通梗阻，开设钱庄者有如雨后

春笋，盛极一时，仅民国三十年，渝中母城新增钱庄即达
24家。

廓清“金线”
兴旺发达，重庆金融明天更好

1918年至1933年四川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在
各自防区自行铸币和发钞，这些滥发的货币毫无信用可
言，军阀却凭借武力强迫商民使用，金融风潮迭发，人民
苦不堪言。1935年，川政统一，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
川，实行法币政策，重庆自民国以来币制混乱的局面基
本结束。

抗战时期，由于大量机构内迁，重庆金融业更加兴
旺。原设上海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
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二局”于
1938年迁入重庆，成为大后方金融网的中枢。后来中国
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伍元，票面图案为重庆水塔，体现了
重庆元素。此外，来重庆发展的还有金城银行、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和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中国通商银行等商业银
行，中国工矿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联合银行等华侨
银行，以及1943年获批的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
外资银行。

据康永仁在《重庆的银钱业》中统计，截至“民国三十
二年十月底，重庆银行业的家数共计126家，其中银行总
行计37家、分支机构计89家，另有钱庄银号36家”。这
些银行集中在母城范围，以打铜街和陕西街最为繁盛。
其中，重庆共有本地银行钱庄45家（总行23家、分支行22
家），逐渐形成以聚兴诚为首，四川美丰、川康平民商业、
重庆川盐为核心的新兴金融力量，为战时经济社会的稳
定和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到1941年10月，重庆的钱庄
银号达49家，盛极一时。

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庆开启全新金融模式。中国
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于1949年12月10日成立，行址设在
道门口原中央银行旧址。人行重庆分行成立后，开展各
类业务，同时承担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代理中央金库职
能。1949年12月10日，宣布人民币为市场流通唯一合
法货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庆金融走上改革试点
之路。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
点城市；1986年，成为全国首批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1984年10月，重庆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募资
3000万元支持修建重庆首座斜拉桥石门大桥。自此，重
庆两江上桥梁层出不穷，日渐成为“桥都”；1988年4月，
重庆首家专业化证券机构重庆有价证券公司成立；1993
年7月，发行西南药业、渝开发、渝钛白三只重庆企业股
票……

进入21世纪，重庆金融探索的步伐加快。2005年2
月，首家全国性法人保险经纪公司重庆安澜保险经纪公
司成立；2009年2月，注册地在重庆的全国综合性证券公
司西南证券揭牌；2016年8月26日，中西部首家获批开
业的民营银行重庆富民银行成立；2022年4月，重庆正式
获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

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经历了多次移民、建都、直辖，历来商贸繁荣、经济活跃、
包容开放，金融业兴旺发达，正逢新的大好发展机遇，重
庆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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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重庆当年的金融业发达老重庆当年的金融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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