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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既是对城市历史

文化的升华、城市精神品格的提炼，更体现出武汉人对未

来的向往和追求。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武汉精神

的内涵，准确把握武汉精神的实质，广泛宣传武汉精神，

为复兴大武汉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自觉

践行武汉精神，促进武汉改革开放，促进武汉创新发展、

转型发展、跨越发展，促进武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塑

武汉的文化特质，引导全市人民满腔热忱地投入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宏伟事业。

充分认识城市精神的内涵，准确把握武汉精神

的实质

武汉精神蕴涵着武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脉。从楚人

筚路蓝缕奋力开拓到明清时汉口崛起，从武昌首义打响

彭丽敏

自觉践行武汉精神

促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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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枪，开启近代中国民主进步的闸门，到现代成为大

革命中心等一系列风云际会的历史；从改革开放初期名

满天下的“两通起飞”，到今天三大国家战略叠加武

汉。在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涌动着有所抱

负、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澎湃激情，始终根植着坚韧

不拔、敢作敢为、朴诚勇毅的文化传承。

武汉精神反映着武汉独特的城市品格。武汉大江大

湖、三镇鼎立、四通八达，具有汇聚中外、包容万方、大

开大合的雄浑壮阔和包容务实、砥砺先行的大智大勇。长

期以来，它们已深深地沉淀和熔铸于武汉人的性格基因和

武汉城市的血脉之中，并被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传承和发

扬，成就了这座城市的现在，还会成就这座城市的未来。

武汉精神包含着武汉高远的发展愿景。改革开放以

来，武汉既有曾经引领全国改革开放先声的荣耀，也有一

度发展滞后的彷徨，但是武汉人从来没有气馁和停下追高

望远的坚实脚步。近年来，武汉抢抓“两型社会”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中部崛起、东湖国家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国家

战略叠加的宝贵发展机遇，以“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的精细品性，以不断创造创新、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品质，推动了武汉经济连续实现跨越。武汉精神必将为武

汉未来的更大辉煌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就是要始终站

在时代前沿，勇于创新，大胆实践，敢于担当；就是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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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引领时代风范，追高望远，精益求精，永不懈怠；就是

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包容开化，坚韧务实，自强不息。

当前，武汉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武

汉的发展寄予厚望，全市人民对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充满了热切期待。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和自觉践行“敢为人

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引导全市人民站在实干创

新、勇攀高峰的时代前沿，努力实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复兴大武汉这一宏伟目标。

广泛宣传武汉精神，为复兴大武汉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思想意识的多元

多变，价值取向的偏离甚至扭曲，迫切需要这个时代、

这座城市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从国家运行层面来讲，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要条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各地都结合本地实

际，推出城市精神的征集和宣传，提炼出具有感召力、

社会普遍认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城市精

神，这些起到了弘扬先进、发现典型、凝聚共识、推动

发展的作用。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武汉精神的宣传，在契入点、契

入方式和宣传途径中不断探索，用一些更接近普通人的感

情、语言和思想的载体，更加生动地诠释城市精神，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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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大家，感动大家，激励大家。

全面生动地宣传，增强武汉精神的认同度。我们这座

城市不缺乏善，缺乏的是对善的认同和寻找；我们这座城

市不缺乏好人，缺乏的是对好人的认同氛围和环境。武汉

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市民品格，不仅反映出武汉

人对于自己城市及其性格特征的认识和了解，更体现出城

市的时代追求，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我们要把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内涵，当作武汉共同的价

值追求和指路明灯，进一步全面宣传，让群众更加生动地

了解并广泛认同武汉精神。

不断深入挖掘，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的形象标识。怎样

动员各行各业的人群，自觉践行和实践城市精神，像“寻

找身边的武汉精神践行者”活动，邀请市民推荐，把推荐

的理由、推荐人的姓名、推荐的事例在媒体上广泛宣传，

意在希望大家认识和了解身边的好人，形成一种氛围，感

觉“这样做”、“这样的人”，才是社会所需，才是应该

认同和尊重的。下一步还要不断深入挖掘一些企业、一些

个人的优秀示范，激励和内化成为武汉人自我塑造的精神

动力和文化形象。

立足基层，突出实践，将武汉精神的根本要求变成广

大市民的自觉行动。我们开展了“五进”（进机关、进学

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包括“两新”组织），让

大家真正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城市的形象、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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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企业的形象，甚至包括产业、产品的形象，让这些都

能体现出武汉精神。因此，践行武汉精神必须立足基层、

立足企业、立足社会，突出实践的要求，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动和全体市民的普遍实践。

自觉地践行城市精神，促进武汉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

弘扬和践行武汉精神是当代武汉千百万人民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也是事关我们“十二

五”、“十三五”甚至更长时期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目标和追求，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自觉践行。

在推进武汉改革开放中践行武汉精神。武汉曾经敢为

人先，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被推向全国，甚至成

为了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世纪80年代武汉也曾经被国

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城市，在诸多方面创造

了多项全国第一。世界发展的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的区域

中心，都可以成为国家的中心城市。武汉处在国家区域中

心，理所应当、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这项国家战略，完成

这一国家使命。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必须抓住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践行武汉精神，付出艰辛努力，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推动武汉改革开放，促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为促进武汉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践行武

汉精神。武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站到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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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700亿元，同比在副

省级城市中再进一位，居第四位，在全国城市排列中是第

十位。但是武汉在产业结构、经济转型和城市综合竞争力

等方面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总量的大，并不等于

产业结构的优，并不等于转型发展的快。我们要面对新的

形势和要求，以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等世界级创新中

心为标杆，借鉴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的

建设经验，加快建设具有影响的国家创新中心、全面推进

先进制造业中心和高新产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加快国家商贸中心的建设，争取用5-10年的时间，

追赶踏上1万亿、2万亿、4万亿等不同的台阶，增强城市

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武汉的创新发展、转型发

展、跨越发展中，践行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应该有所作为，一定能够有所作为。

促进武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真正奠定武汉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基础。没有文化的振兴，就不可能有

大武汉的复兴。任何一个区域的影响力和一个民族的影响

力，都是基于其持续和长久的文化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在推动弘扬武汉精神的同时，如何深刻地把城市精

神融入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以及市民的思想

观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和精神生活中，并使之成为市

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进而奠定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文化基础，这将是更为艰难、更需持续着力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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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高举武汉精神这面旗帜，才能够充分发挥全市人

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之融入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之中，打造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充分展示

武汉精神的文化特质，重塑武汉文化，在市民百姓中重塑

武汉人的文化特质，在政府部门间重塑武汉的行政文化，

才能具体体现武汉精神，成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精神基

石。

（本文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丽敏2012年

8月24日在武汉精神高端研讨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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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与城市精神
文/涂文学

城市发展与城市精神互为因果，城市发展为城市精神

提供了滋生与孕育的土壤，城市精神支撑并推动城市进一

步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助推武汉城市一次又

一次崛起和腾飞。

武汉　历史悠久的城市

武汉，从城市史意义上观之，大约有3500年历史，盘

龙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代在长江流域唯一一座方城。

它，就是武汉城市之根。

但不知什么原因，盘龙城后来莫名其妙消失了。历史

行进到公元196年，正值东汉末年，烽烟四起，三国争

雄，时刘表令黄祖在龟山筑卻月城，此为汉阳城之先声。

公元223年，孙权在武昌蛇山东北角构筑夏口城，

“因武而昌”，从此拉开武昌城市史发展的帷幕。

大约1465-1470年间，汉水改由龟山北麓注入长江，

此后约100年间慢慢演变为汉口城雏形，三镇鼎立格局至

此形成。

如果说武昌、汉阳城因战起，汉口则是因商而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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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之际，由于两江交汇、九省通衢，汉口俨然成为中国重

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旅行家刘献

廷《广阳杂记》中谈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

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

转输，虽欲不雄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

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

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

口耳”。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更极而言之“南北两京而

外，无过于此”。这表明，明清之际，武汉已是全国重要

经济中心。

敢为人先　领跑近代中国现代化

武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先行者。在传统农业社会，汉

口曾是中国重要商业中心，具有高效运转市场经济。美国

汉学家罗威廉认为，汉口商业世界“看上去与西方概念中

工业化的、城市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颇为相似”，是一

种理性经济、自由经济、契约经济。“西方著作中通常描

述的中国城市的种种陋习和效率低下，在汉口却很少表现

出来。”

武汉，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中晚发早至。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武汉等沿江城市被迫开放。与沿海城市相比，武

汉对外开放整整晚了20年。

但武汉后来居上，迅速崛起。19世纪60年代，汉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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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时，对外贸易总额每年仅3000万海关两，半个世纪后

增至1.35亿海关两，有42年仅次于上海居第二，始终占全

国对外贸易总额10%以上。《汉口志·商业志》对此评论

道：“长江沿岸之商场，除上海以外，其交易总额无一能

凌驾汉口者，其地实为南北交通之咽喉，商业繁荣”。日

本驻汉总领事小野幸吉也说：“与武昌、汉阳鼎力之汉口

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

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得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者艳称为

‘东方之芝加哥’”。

武汉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发祥地。19世纪末20世纪

初，武汉早期工业化运动走在其他城市前列，数量最多：

当时中国官办和官督商办工厂约46家，上海占10.49%，武

汉则占24%；体系更全：重工为主，轻工为辅，先重后

轻，“自相挹重”；规模最大：“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

织布、纺纱、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设计之周，数十年后

未有能步其后尘者”。“汉阳钢铁、兵工二厂，远采德国

之制，成东亚第一之大规模”。

武汉是中国民主革命重要中心。从晚清至民国，在中

国民主和民族革命中数度走在前列。太平天国三克武昌，

辛亥革命首举义旗，北伐战争成为国民革命首都。武汉抗

战举世瞩目。尤以武昌起义为最，她改变了中国和亚洲历

史，缔造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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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商业　武汉精神的生成

武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形成，与武汉特殊区位和

城市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武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

大的战争都与武汉有关。“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

全更”。战争，历练了武汉人许多优秀城市性格：敢于尝

试，临危不惧，处危不惊，应急能力强，临事决断水平

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作为传统商业城市，“转输贸易”商业方式，使武汉

人商品观念与市场意识强，勇于变革，善于创新。这些优

秀城市性格，在近代对外开放、经济转型和民主民族革命

中充当了领头雁角色。

当然，战争和商业也给武汉城市性格带来负面效应。其

中最突出点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及粗枝大叶的行为方式。

“黄陂到孝感，县过县（现过现）”，“集家咀的划子，随

便趟（荡）”，“马虎相”等等，就是这些毛病真实和形

象的反映。

历史给予我们启迪、灵感、智慧，让我们进一步弘扬

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同心协力，谱

写大武汉发展繁荣的新篇章。

（作者系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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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神与国家中心城市
文/叶青

敢为人先是武汉的传统

讲到武汉，至少有三个关键时间，一是3500年前的盘

龙城，二是800年前的江夏城，三是500年前的汉正街。而

最近的一百年，则可以三位代表人物来划分。

1、武汉的“张之洞时代”

1889年张之洞任两湖总督之后，武汉的近代化进程明

显加快，经济总量排在上海之后，被尊称为“大武汉”。

张之洞的发展举措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

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张之

洞督鄂前，武汉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

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

两大关。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外贸连续42年全国第

二。

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

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创办了汉阳兵

工厂、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湖北枪炮厂、大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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