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城图
此《渝城图》是一幅记录清末（十九世纪中后期）重庆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状况的

老地图。图中重点标注了码头、商帮、寺庙、城门和衙署等信息，包括数以百计的挑

夫、轿夫、纤夫、船工、衙役，两百多艘大小船只，以及轿、马等实物，呈现了当时

重庆经贸活动的繁荣景象。此图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渝城图》既表现了重庆城内如“徐翕和”老牌金店和打铜街、打铁街、鱼市口、磁

器街等商业街巷，也对当时重庆城外沿长江、嘉陵江两岸的码头、行帮进行了详细的

标 注 ， 码 头 有 “ 大 码 头 ” 、 “ 二 码 头 ” 、 “ 三 码 头 ” 、 “ 新 码 头 ” 、 “ 柴 码

头”、“炭码头”、“水码头”、“纸码头”等等，反映出清末重庆已成为长江和西

南地图集中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商贾云集，呈现了当时重庆经贸活动的繁荣景象。

（介绍参考）

《渝城图》中，标记该图为：渝城艾仕元繪

https://old.shuge.org/ebook/yu-cheng-tu/
http://cq.cqnews.net/html/2016-01/08/content_36165651.htm


物理尺寸：248.5 x 124厘米，JPG文件尺寸：28075X13889像素





该图的具体绘制年代，图中未标记，只是据图中表现的地物信息推断，其绘制时间的

上限应在咸丰十年（1860年）之后，因为咸丰十年江北厅城新筑嘉陵、永平二门，而

该图中已有了“嘉陵门”的标注。而其时间下限，只能通过对比成图于1886年的国璋版

《重庆府治全图》进行推测。同时，《渝城图》中所表现的地物信息均在重庆正式开埠

（1890年）之前便已存在，国璋图中出现的“美国福音堂”等西方建筑，《渝城图》

中却均未出现，据此推测其早于国璋图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其绘制时间应在1860年

到1886年之间。（介绍参考）

内PDF文件页面将全图分为十二个部分，对应图片位置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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