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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武汉三镇历史文化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一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同

步，出现过许多改变武汉、影响中国、震惊世界的壮举。

距今4亿至2亿年前的“汉阳鱼”见证武汉地貌沧海变桑田，距今5万

至1万年前的“汉阳人”跻身中华民族古人类，汉南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

遗址昭示汉阳古老土地上文明硕果；大禹治水在汉阳完成“江汉朝宗于

海”的壮举，两江交汇成为孕育武汉三镇、滋生城市文明的本源，东汉时

出现在汉阳的却月城成为武汉中心城区演进的开端；发源于汉阳的知音文

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飘扬环宇，屈原行吟、关羽洗马、李白游湖、岳飞

驻军，无数历史名人积淀了汉阳丰厚的人文资源；张之洞创立“汉阳造”

竖起中国近代化的标杆，客观上催生了一个推翻帝制的新时代；毛泽东指

点江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从汉阳掀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跨

越长江、贯通南北的开篇宏图。总而言之，汉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绚丽

多彩。

挖掘整理汉阳历史文化很有必要，借用汉阳区委书记曹裕江的话

说，就是激励80万汉阳人民追梦的动力。武汉市政府已经提出武汉三镇

协调发展，建设“三镇三城”，这为发展相对滞后的汉阳描绘出了一个更

好更快发展、追赶汉口和武昌的愿景，也是大家多年期盼的“汉阳梦”。

历史文化是城市吸引力的内核，是城市绽放精彩的不竭源泉。在武汉三镇

中，汉阳最值得夸耀的是历史悠久、璀璨厚重的文化。挖掘整理汉阳历史

文化、编纂出版《汉阳历史文化丛书》，不仅对汉阳和武汉人民，而且对

所有关心汉阳以至武汉发展的人士，都会给予一份信心、一份动力、一份

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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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地区早在汉代就设有沌阳县、沙羡县以及江夏郡，唐代以后汉

阳城历设州、郡、军、府和县级机构，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中华民

族传统的区域文化认同以“县”为单元，武汉三镇城市格局形成后，汉口

从汉阳县析出独立成镇，今天的汉阳按地缘划分，只是原汉阳县的部分区

域，包括长江与汉江相夹的武汉市西南地域，即汉阳区、蔡甸区、汉南

区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也应是武汉“三镇三城”展望的汉阳城的区

域。《汉阳历史文化丛书》主要展示以古汉阳县城为核心、包括大汉阳层

面的历史文化，形成新的区域文化认同，打造汉阳文化品牌。

《汉阳历史文化丛书》设置方志篇、诗文篇、典故篇、山水篇、人物

篇、民俗篇、特色文化篇，组织一批教授、作家、编辑和地方志专家整理

编撰，聘请武汉地区著名学者、专家成立丛书编审委员会，计划2013年及

今后几年内陆续出书，让武汉市民和外来客人通过丛书了解汉阳、阅读汉

阳、游历汉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共同呼吁推进汉阳工业遗址利用并筹建张之洞

与近代工业博物馆过程中，我与汉阳区众多有识之士已形成深厚友谊。现

今《汉阳历史文化丛书》即将出版，编者索序，义不容辞。但暑热思滞，

略缀数语，即以此短文为序，敬祈各界先进指正。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　　　　　　　

癸巳仲夏于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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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典故传说》序

汉阳故事多——武汉流行这句话。

故事是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地方，定能积淀大量故

事，流传许多传说。汉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很深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汉阳地处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和交通地位。因为

这样的地理位置，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建城最早，建城最多，而且长期设置

郡、州、军、府和县级机构。因为地理区位和城市地位的重要，汉阳为历

代兵家必争之地、达官贵人云集之地、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商贾贸易汇聚

之地。于是，汉阳的山“有仙则名”，汉阳的水“有龙则灵”，汉阳的土

地上密密匝匝地遍布历史遗迹，层层叠叠地累积典故传说。

典故传说是一种易于传播的文化。汉阳典故传说取材于历史故事，

人们口口相传，代代讲述，潜移默化地介绍汉阳历史，传播民间文化。有

许多历史事实载于史志典籍，知之者甚少。一旦成为故事流传于民间，娓

娓道来，鲜活多姿，情趣盎然，雅俗共赏。伯牙鼓琴遇知音的典故，先秦

文学有几部典籍记载，但是，只有明代冯梦龙以话本小说写出“俞伯牙摔

琴谢知音”之后，这个故事才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甚至伯牙姓“伯”名

“牙”被冯梦龙改为姓“俞”名“伯牙”，人们也乐于接受。汉阳还流传

屈原行吟、关羽洗马、刘备顿甲、太子（萧统）洗笔、李白游湖、岳飞驻

军、嘉靖继位、乾隆私访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让今人走近历史人物。

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传说，往往是古代人们对于具有传奇色彩的人

物、事件或社会现象的一种诠释，折射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英雄的崇

拜。汉阳有不少神话和童话传说，相对集中于山水文化，大禹治水与龟山

的故事歌颂英雄，仙女诸山的故事歌颂爱情，墨水湖、龙阳湖、快活岭等

故事寓意惩恶扬善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汉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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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多彩的传奇故事，这就是民间文化的魅力。

以前有人说汉阳典故传说有近300个，后来又说有1000多个，其实谁

也不可能做出精确的统计。汉阳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整理典故、轶闻、传

说260余个，虽然与读者的期待值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不难从中发现：汉

阳是知音文化的发源地、武汉中心城区的发源地、武汉近代工业的发源

地，也是工人运动和红色文化的传播地。

知音文化发源地诞生月湖文化艺术中心，近代工业发源地诞生汉阳造

文化创意产业园，古有淘金文化的黄金口都市工业园吸引当代淘金者，禹

功矶旁、汉阳城下、鹦鹉洲畔赋予汉阳江滩的文化魅力，汉江十景的规划

设计将历史文化元素融汇于现代创新之中，体现出历史文化对汉阳现在和

将来建设发展的重大影响力。即使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我们也能讲述汉

阳产品曾经在清末的武昌物品展览会、南洋劝业奖进会、意大利世界博览

会上的荣耀；当我们迎接国际友人时，可以讲述元代即有安南（今越南）

王定居汉阳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国皇太子的故事。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汉阳迎来了武汉“三镇三城”均衡发展的大好机

遇，文化要先行。读这本《汉阳典故传说》，你作为汉阳人、武汉人，会

感到骄傲和自豪；你作为汉阳和武汉的建设者，会获得激情和灵感；你作

为国内外来汉阳观光考察的朋友，会对汉阳和武汉产生认同感、亲和力，

那么，我们将无比欣慰。

些许感想，是以为序。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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