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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李宪生

以史实为经，以区域为纬，由武汉市档案局

组织编慕的"武汉史话丛书在各城区积极支

持下，在编撰人员的艰辛努力下，历经磨桥，终

于出版了。"武汉史话丛书"以广大市民和境内

外来汉人士为读者对象，充分开发市、区档案信

息资源，挖掘尘封史迹，填补缺损史载，条分缕

析，卷快浩繁，是一部史料价值高、普及面宽的

世纪丛书。"武汉史话丛书"纵连古今，涵盖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系统，介绍我

市及各区发展历史，理趣兼备，雅俗共赏，是一

套融真实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对广大市

民尤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武汉市情

教育的生动教材。

武汉文明数千年。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

们就在这水泽之域繁衍生息，拓展远古文明。殷

商时期，兴建盘龙域，武汉开始了自己的城邑文

明。东汉末，曹操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武昌、

汉阳筑有夏口、研月一批古城，武汉即有了城市

雏形。千百年来，武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商

贾云集之所、文豪泼墨之处，是区域政治文化中

心、水陆交通枢纽和重要商贸城镇。汉口，则尤

以商贸发达，继明清遁升为全国"四大名镇"之

首，近代史被誉为"东方芝加哥"。辛亥革命，首

义之旗率先在武昌城头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



武汉几度成为全国革命中心"二七大罢工"、"武

汉保卫战"载入史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武

汉三镇各有千秋而又相依共进，武汉区划建制

也终由分治而归于合一，发展成为人口逾百万

的大都会。 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武汉生机勃勃，经济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社会

发展全面向前推进。 时至今日，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武汉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

命，正以其高昂的创新精神、坚韧的革命斗志、

顽强的拼搏干劲、特有的内涵潜力，坚定地，朝着

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

检索历史，可以说，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一

部城市竞争史。而在城市竞争力中，经济发展

速度、 GDP 总量、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等，固然是

城市竞争力的最直接表达，但文化对提高城市

整体竞争力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目前，国际

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

用 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以 HDR这个人文发

展指数为衡量标准，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

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 这种全面的发展

观对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应以人为

本，实现经济、社会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基于此，

我市提出了"一个核心四个力"的城市发展理念，

即以强市富民为核心，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

市亲和力、塑造城市个性魅力、提高城市综合实

力。这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说，必

须建立在对自己城市文化传统，与现状的充分认

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城市文化是城市底蕴

的厚重积淀，是城市气质的神采飞扬，是市民素

质的客观展示，是城市魅力的个性表达。因此，

系统，清理和有序整合武汉城市文化资源，就显



得尤为重要。 "武汉史话丛书"的编寨，就是对

武汉城市文化资源的一次总盘点。丛书第一次

以各城区为叙述、研究单元，在内容上，全面挖

掘、系统，总结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地域特色的历

史文化，集政治史、业绩史、社会史、生活史于一

体;在体例上，各区自成分册，展示其历史演进

过程，展示其风土人情、典故传说、历史人物、景

观名胜、名厂名店、名优特产 。 通览丛书，可以

综观武汉历史文化全貌;拾册细读，又可使我们

对某些鲜为人知的、不被重视或为人们所忽略

的城市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得到一些新的了

解和认识 。 总之，研读丛书，对于我们全面认识

市情和区情，对于提高市民素质，激励全市人民

热爱武汉、建设武汉，都将大有梓益。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细处独心知。夜来

一笑寒灯下，始知金丹换骨时 。"宋代爱国诗人

陆游以切身之悟，道出了治学甘苦。 学诗、写诗

如此，从事学术理论著述更是如此。编慕"武汉

史话丛书"是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项浩大工程，

是城市档案事业的一个创举，更是武汉地区专

家学者琢磨求真、切磋求新、镇而不舍、呕心沥

血的结晶 。 丛书面世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 54 周年 。 她的问世既是对共和国的献

礼，也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的一次系统，宣传和普

及。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尊重历史，服务现实，

更加关注武汉历史文化研究，更全面的了解、更

清醒的认识、更准确的把握城市发展轨迹，为加

深城市文化和、累、优塑城市形象、建设精神家园、

推动发展大业而不懈努力。

2003 年 9 月 14 日

溜达



缘起

涂文学

在中国的城市群落中，可以冠之以"大"的，

可能就是大上海、大武汉，而以域龄来论，武汉

则要以煌煌 3500 年之高寿远居于上海之上。但

是，论起历史记录的连续性和地方史籍丰富程

度，武汉和上海比起来，实在令人汗颜。 民初湖

北方志大家王揉心在其所著《续汉口丛谈》中就

不胜感慨近日有为《上海小史》者，其旨则专

详见今。 因和沪大埠，自来纪述良秽，且云间一

郡，明季清初，此类记乡土礼俗之书尤多，美备

之余，无庸房述。汉口则记者寥寥。"考武汉一

地，专述本乡土的史志著作，明清以降，除官修的

《汉阳府志》、《汉阳县志》、《续辑汉阳县志》、《武

昌府志 》、《江夏县志》、《黄陇县志》以及《湖广总

志》、《湖北通志》之类外，以叙记乡土礼俗、 市井

风情见长的私人著述，亦即所谓野史祥乘之类，

仅《汉上丛谈》、《汉口丛谈》、《汉口浸志》数部 。

而据王碟心考， ~汉上丛谈》为清嘉庆年间江陵

人刘士璋所著，但未见传世。《汉口丛谈》和《汉

口漫志》均为外省旅居汉口者所著，前者为浙江

乌程人范错，后者是安徽教县人黄心庵，且未竣



而侠"若有关汉口者，寥寥数则" (范错语) ，只

有少量内容为 《汉口丛谈》所引用 。 范错的 《汉

口丛谈》 是目前仅存的第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

衰的乡邦史书，举凡前哲嘉言、近时灾异、巴蜀

物产、荆楚人文 、地理山川 、堪舆术数，乃至人生

感慨、 读书心得等等，皆有所记。 民国以后，先

有 1915 年出版的徐焕斗撰《汉口小志~，后有约

20 年代成书、 1933 年出版的王碟心著《续汉口丛

谈》、《再续汉口丛谈》等个人著述，又有 1920 年

出版的《夏口县志》。 以上这些史志，除《夏口县

志》有涉近代商务之专志，大都厚古薄今，困于

传统史志的羁绊，重诗词文藻 、 军政文人、 江山

故迹、 官衙旧学，轻商贾实业之名家、城市建设

之新貌。 即使是《续谈》、《再续 》和《汉口小志》

这样的民国作品，对武汉近代工商业和城市建

设的发展也绝少涉猎，尽管其视野宏阔，纳入其

视野的仍是农业文明的诗书孝义、兵灾人祸，与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话的意趣相去甚远。

武汉历史记录匮乏、城市记忆残缺，原因当

然是多方面的 。 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

战事与水灾多发区。不少文字典籍或毁于战火，

或失之洪灾 O 以档案为例，武汉市档案馆馆藏

建国前历史档案 17 万多卷，也算洋洋大观，但

前清官方档案完全阙如，民国档案也断断续续，

专题档案很少有时序连续和内容完整的 。 譬如

商会档案，汉口早在张之洞时代就成立商务局

和总商会，但晚清至民国前期的相关档案一份

也没有保存下来的，远不如天津和苏州商会档

案系统，完整，给研究者留下永远的缺憾。 另一

方面，历史记录的匮乏显然又与武汉重商轻文

的社会风气有关 。 汉口因商而兴，因埠而活，作

为"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汉口有的是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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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与喧闹的码头与市崖，缺少的是肃穆与宁静

的思索空间;多了些天下熙攘、利来利往的铜臭

气息，少了些浪漫、高雅、空灵、悠然的贵族气质。

如此城市氛围和城市性格，使武汉人的性格浮

华 、 i孚乏和浮躁，忙于营利而厌倦读书，如范错

所云多半商贾致富，书奇风雅勿尚善于开

新而疏于聚敛，亦即志书上说的"流坎之性有余，

民止之气不足" 。 城市记忆的积累就像汉口码

头的货物一样来去无踪，聚散无常 。 武汉人，尤

其是汉口人，这种过分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

历史态度，不仅使当时人忽视城市精神的构塑 ，

‘ 更重要的是使后人失去对城市往事追忆的依凭。

其实，城市历史的记忆材料不仅仅是一种

读物，它还是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 透过它，人

们能触摸城市往昔和现在甚至未来的心跳，与

城市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在这种神交式

的精神对话中找到重塑现代城市精神的原点，

开拓城市新的美好的未来。 为了打捞和锁定城

市记忆的久远沉积，链接和绵续今日武汉的前

进轨迹，开启江城未来航程，于是我们萌发了编

撰"武汉史话丛书"的动议。

以各个城区为叙述单元，来编撰史话，是一

次尝试。 这一叙史方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人物、事件及城市发展脉络的叙述，既

有相互割裂，又有一些交叉重复。 读者在短时

间的阅读中，也不易对武汉城市发展史留下整

体印象。 然而，武汉是一座组合型的城市，不论

是在城市起源、城市功能还是文化特色方面，三

镇有先后，各区大不同，这样，分区叙史与三镇

鼎立、特色各异恰好又若合符节 。 在中心城区，

唐朝以前，武昌、汉阳就形成了隔江相峙的双城

格局 。《武昌史话》将武昌从军事要塞向区域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