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湖北省省会。华中地区最大都市及中心城市，中国长江中下游特大城市。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

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

城”。 

中文名称： 武汉  

外文名称： Wuhan  

别名： 江城  

行政区类别： 副省级城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中  

下辖地区： 江岸区、武昌区等十三区  

政府驻地： 汉口沿江大道 188 号  

电话区号： 027  

邮政区码： 430000-430400  

地理位置： 江汉平原  

面积： 8494 平方公里  

人口： 910 万(2010 年)  

方言： 汉语-西南官话-武天片-武汉话  

气候条件： 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著名景点： 黄鹤楼，红楼，东湖，归元寺，古琴台，楚天台，古德寺，长春观  

机场：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火车站： 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  

车牌代码： 鄂 A、鄂 O（行政用车和警车）  

市树： 水杉  

市花： 梅花  

著名高校： 武大、华科、华师、华农、地大等  

第二章 武汉市概述 

武汉市（Wuhan City、Wǔhàn）。简称汉。又名“江城”、“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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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  

东经 113°41′-115°05′，北纬 29°58′-31°22′  

辖区  

属行政区划的辖区 13 个（中心市区 7 个郊区 6 个），另有非行政区划的经济开发区 3

个。  

乡镇  

121 个街、8 个乡、14 个镇、5 个办事处、2 个管委会  

政府  

市政府驻地：江岸区沿江大道 188 号，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  

面积  

总面积 8494 平方公里。实际建成区面积约 660 平方公里  

海拔  

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50 米以下。双尖峰为武汉市境内最高点，海拔 873 米。  

人口  

2010 年常住人口达 978.539 万，流动人口约 200 万，总人口近 1200 万。  

车牌代码  

鄂 A、鄂 O(警用车)、鄂 AW(湖北省委、省政府行政用车)  

其他  

市树：水杉，市花：梅花，电话区号：027  

城市精神  

勇立潮头 敢为人先 崇尚文明 兼收并蓄  

邮编  

430000-430400  

荣誉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2010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5515.76 亿人民币  

武汉（Wǔhà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省会，中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也是中部

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长江中下游特大城市之一，中国中部地区（华中）的最大城市和区

域中心城市，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截止 2010 年 11 月 1 日，全

市常住人口 978 万，其中城镇人口 537 万。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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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 称“江城”。  

在清末、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武汉经济繁荣，汉口一度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通

商口岸，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著名的辛亥革命便首义于此（武

昌起义）。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也是中国近代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  

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水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

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开埠之前，由武昌府和汉阳府组成，后汉口地区由西方列强开盘

租界，从汉阳府析出，开始形成现代意义的三镇格局。在 1926 年到 1949 年间，三镇分别对

应着汉口特别市（即直辖市）、武昌市（湖北省省会）和汉阳市。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至

武汉，首次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并为京兆区，总称武汉，开三镇合并之先河。1949

年 5 月 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暂由中央直辖，成为新中国新设立的首个直辖市。1954

年 6 月 19 日，中央会议决定将武汉由中央直辖改为湖北省省会。  

武汉文化底蕴深厚，有"京剧之母"美誉的汉剧，便鼎盛于汉口， 最终与徽剧合流，诞

生了国粹京剧。武汉更是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水域面积约占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一，

湖泊数量达到 170 个。武汉的东湖则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 

武汉在中国的位置 

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指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处，隔江鼎立的武昌（长江以南的市区部分）、汉阳（长

江以北、汉江以南市区部分）、汉口（长江西北、汉水以北的市区部分）三个城镇，范围即

现在的武汉市区。  

武汉城市圈 

武汉城市圈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属于城市经

济圈、城市旅游圈和城市农业圈。范围包括以武汉为中心的 100 公里半径内的黄石市、鄂州

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八个中小城市在内的地区（1 个特

大城市，8 个中等城市和 4 个小城市），是华中地区及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 

地理环境 

方位 

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处东经 113°41′-115°05′，北纬 29°58′-31°22′，

东端在新洲区柳河乡将军山，西端为蔡甸区成功乡窑湾村，南端在江夏区湖泗乡刘均堡村，

北端至黄陂区蔡店乡下段家田村。 因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于此，故而隔江鼎立的

武昌、汉口、汉阳三地被俗称武汉三镇。武汉东与黄冈市的团风县、鄂州市的华容区、梁子

湖区、黄石市的大冶市接壤，南与咸宁市的嘉鱼县、咸宁市区相连，西与荆州市的洪湖市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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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省辖县级市）毗邻，北与孝感市的孝南区、孝昌县、大悟县、汉川市及黄冈市的红

安县、麻城市相接，形似一只自西向东的蝴蝶形状。在中国经济地理圈内，武汉处于优越的

中心武汉已建成城区武汉在湖北省的方位位置是中国地理上的“心脏”，故被称为“九省通

衢”之地。 面积武汉全境面积达 8494 平方公里，为湖北省面积的 4.6%。七个城市辖区面

积 863 平方公里，外环以内面积 1171.70 平方公里，武汉三环线（中环线）内的城区面积

684 平方公里。截至 2010 年底建成区面积为 500 平方公里。十三个辖区中黄陂区面积最大

为 2261 平方公里，江汉区面积最小为 33 平方公里，城区中洪山区面积最大达 502 平方公里。  

气候武汉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有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夏季酷热、冬季寒冷的

特点。一般年均气温 15.8℃-17.5℃，一年中，1 月平均气温最低，0.4℃；7、8 月平均气

温最高，28.7℃。夏季极长达 135 天，因武汉地处北纬 30 度，夏季正午太阳高度可达 38°，

又地处内陆、距海洋远，地形如盆地故集热容易散热难，河湖多故夜晚水汽多，加上城市热

岛效应和伏旱时副高控制，十分闷热，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普遍高于 37℃，极端最

高气温 44.5℃。初夏梅雨季节雨量集中，年降水量为 1100毫米。武汉活动积温为 5150℃，

年无霜期 240 天，年日照总时数 2000小时。  

地质 

武汉地形以平原为主，中部散列东西向残丘。沿着梅子山、龟山、蛇山、洪山、小洪山、

珞珈山、喻家山一带，连同辐射到两翼的马房山、桂子山、伏虎山、凤凰山等构成了武汉地

形上的龙脉，武汉的绝大部分重要机构分布于该龙脉两侧，这条龙脉的头是喻家山，腰部是

洪山，尾部则是月湖旁的梅子山。  

平坦平原（39.25%）位于武汉市长江、汉江两岸以及湖泊周围。是棉花和蔬菜产区。  

垄岗平原（42.56%）位于各湖泊周边和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带，盛产水稻和鱼。  

丘陵（12.32%）分为三列，均被林木覆盖：北列分布在新洲区、黄陂区北部；中列横穿

城区；南列分布在蔡甸区、江夏区北部。  

低山（5.85%）主要分布在黄陂区和新洲区东北部，海拔在 200 米～500 米以上。黄陂

区和孝感市交界的双尖峰，海拔 873 米，是武汉最高点。  

地质灾害：可考记录中，武汉发生大于 3 级的地震 31 次，未发生过大于 5 级的地震，

曾遭受 28 次域外中强地震的袭击。1996 年，武汉被国务院列为 13 座国家地震重点监视、

防御城市之一。  

河流 

武汉拥有长江和汉江、东荆河、滠水河、界河、府河、朱家河、沙河、倒水河和举水河

等长江支流。以城区为中心，以长江为主构成了庞大水网，保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长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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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南区进入武汉市，自西南向东北流，到天兴洲又折向东南，在左岭附近又折向东北，在新

洲区大埠出境，流程 150.5 公里。长江武汉段水量大，年平均 7100 亿 m、汛期长、水位变

化显著，河道虽然平直，但有丘陵逼近江岸，控制河道，使河道受约束，淤积成了天兴洲、

白沙洲等沙洲。长江武汉段最窄处位于武汉长江大桥下，宽 1100 米；最宽处位于青山区，

宽 3880 米。汉江从蔡甸区进入武汉市，在南岸咀注入长江，在武汉境内河道弯曲达 22 处。  

湖泊 

武汉有“百湖之城”的美誉，现有大小湖泊 170个，其中城区湖泊 41 个，郊区湖泊 129

个，其中跨市、区湖泊 9 个。湖泊承雨面积在 5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65 个。在正常水位时，

湖泊水面面积为 942.8 平方公里，湖泊水面率为 11.11%，居中国首位。各区湖泊数量由多

到少为：蔡甸 49 个，黄陂 23 个、东西湖 20 个、洪山 17 个、江夏 17 个、新洲 14 个、汉阳

7 个、江汉 7个、汉南 6个、武昌 4个、江岸 2个、硚口 2个、青山 2个。其中东湖是中国

最大的城中湖，湖岸线全长 110 多公里，水域面积达 33 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水域面积的

6 倍。  

城区主要湖泊  

武汉东湖十七孔桥 

江岸区 塔子湖、鲩子湖 

江汉区 西湖、北湖、鲩子湖、机器荡子、菱角湖、后襄湖、小南湖 

硚口区 张毕湖、竹叶海 

汉阳区 月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莲花湖、墨水湖、龙阳湖、三角湖（跨蔡甸区) 

武昌区 紫阳湖、四美塘、沙湖-外沙湖、沙湖-内沙湖、东湖-水果湖 

青山区 戴家湖、杨春湖 

洪山区 南湖、晒湖、野芷湖、杨春湖、东湖、严西湖、严东湖、汤逊湖（跨江夏区）、

野湖、王家湖、竹子湖、青潭湖、青菱湖、北湖、车墩湖、五加湖、黄家湖（跨江夏区） 

自然资源武汉水资源充足，水域面积 2205.0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5.79%，居中国

首位。自然植被以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马尾松、杉木、栎树分布普遍。粮食作

物达 240 多个品种；经济作物达 50种；鱼类资源共计 11 目 11科 88 种，水生动物共计有 8

目 14 科 45 种。已发现矿藏 38 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矿种有 24 种（不含地下水），占全省

已探明储量矿种的 30.38%。累计探明储量 96125.65 万吨，保有矿产储量 79829.75 万吨。

全市已探明储量的矿产地数 384 处，其中大型矿产地有 4 处、中型矿产地有 10 处、小型矿

产地有 43 处、矿点 327处。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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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区县 

武汉市现有十三个辖区，其中江岸区(07)、江汉区(08)、硚口区(09)、汉阳区(10)、武

昌区(11)洪山区(06)、青山区(12)为城区（七个，皆位于三环线内），东西湖区(02)、蔡甸

区(03)、江夏区(05)、黄陂区(01)、新洲区(13)、汉南区(04)为郊区（六个，皆位于三环线

外），而武昌区、汉阳区及汉口的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为武汉传统老城区。另设有市国

家级开发区三个（非行政区划）：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俗称沌口开发区，沌：zhuàn）、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即光谷）、武汉吴家山台商投资区。  

武汉行政区划 

武汉各区现辖 150 个街道乡镇，其中 121 个街道办事处、8 个乡、14 个镇、5 个农场办

事处、2 个管委会，并有群众组织 3140 个，其中社区居委会 1107 个，村委会 2033 个。 

公路运输 

公路总里程达到 1。1039 万公里(含通村公路)。  

国道/省道：316、318、106、107 国道以及 16 条省道在此交汇。 

高速公路：  

G4（京港澳）、G42（沪蓉，包括汉宜高速）、G4201（武汉外环）、G50（沪渝，包括武

黄高速）、G70（福银，包括汉十高速）、G45（大广）；  

S1（岱黄）、S2（汉孝）、S3（武麻）、S5（武英）、S7（汉鄂）、S8（关豹）、S11（青郑）、 

S12（武嘉）、S13（武监，包括汉洪高速）、S15（汉蔡）、S17（汉孝（在建））、S18（机场

高速），S19（机场第二高速（在建））；  

和左高速、六武高速（在建）、武汉三环线高速等高速公路。  

武汉内环线、二环线完全建成后将成为城市快速路。  

客运：武汉是湖北省客运中心，现拥有傅家坡、宏基、金家墩、新荣村和杨春湖五个省

级长途汽车客运中心。原新华路客运站由于地处中心地段，不利于城市发展战略，现已拆迁。  

铁路 

武汉是中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也是四大机车检修基地之一。  

高速铁路：  

京港高铁（350Km/h）纵贯武汉站，其中武广高铁已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正式运营，

到广州最快只需 3 小时左右，现已实行公交化运营，车次 G 开头；石武高铁也将于 2011 年

底通车；  

沪汉蓉铁路快速通道（250Km/h）横穿汉口站。到上海最快 5 小时左右；汉宜段在建，

2011 年底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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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九（江）连接线经过改造，到南昌已开通时速 250km/h 的动车组；  

武西（安）客专（350km/h）正在规划；  

2009 年 3 月 23 日，武汉至孝感、黄冈、黄石和咸宁的 4 条城际铁路开建，定于 2011

至 2012 年通车。  

普速铁路：  

武汉位于京广铁路、汉丹、长荆、武九、武麻铁路交汇处，京九铁路从市东北角的新洲

区穿过。  

截止 2011 年 4 月 1 日，在汉始发或经停的动车组可通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

京、合肥、南昌、石家庄、郑州、长沙、成都等直辖市、省会城市；襄阳、十堰、孝感、咸

宁、黄石等省内城市。  

武汉铁路局是中国 18 个铁路局之一。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和武汉火车站三个特等

站构成了武汉铁路客运枢纽。武昌南、武昌东、江岸西、汉阳火车站和市北郊的武汉北编组

站（亚洲面积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之一）构成了武汉铁路货运枢纽。  

航空 

武汉是华中地区航空中心，首条航线为 1929 年开辟。武汉一度拥有三个客运机场：南

湖机场（已停用、始建于 1936 年）、王家墩机场（已停用）、天河国际机场。现运营的武汉

天河国际机场为 4E 级机场和国家一级民用机场，于 1995 年 4 月 15 日启用，是中国民航总

局指定的综合枢纽机场，是华中地区最大最先进的航空港和飞机检修基地及华中地区唯一可

办理落地签证的出入境口岸，国航，东航，南航均在此设有基地，目前拥有二十余条国际航

线。机场距离市中心约 16 公里，由机场高速公路相连，目前正在进行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另外，武汉第二机场目前正在筹建中。  

水运 

武汉是长江的重要港口，是华中第一大港，水运已形成“干支一体，通江达海”的客货运

网络。武汉港是中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枢纽港和对外开放港口，也是长江“黄金水道”的中转站。

武汉有汉南纱帽港、杨泗港、武汉港、阳逻港等港口。武汉新港扩建工程 2008 年 11 月开始

建设，目标打造中国最大内港。近来，政府加大了对武汉港口的投资力度，武汉港口的硬件

设施近年有了质的飞跃，新建了大型船只泊位（5000 吨级）以及现代化吊机，方便了武汉

大小企业的运输服务。  

桥梁 

因地理环境独特，故桥梁众多，三镇现拥有桥梁 387 座。长江上从上游到下游依次有武

汉军山长江大桥（长江四桥）、黄家湖长江大桥（拟建）、杨泗港长江大桥(拟建）、武汉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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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长江大桥（长江八桥、在建）、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长江三桥）、武汉长江大桥（公铁两

用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隧道（万里长江第一隧）、长江二桥、二七长江大桥(长

江七桥、在建）、天兴洲长江大桥（长江六桥、公铁两用桥）、阳逻长江大桥（长江五桥）共

六座公路长江大桥（两座在建）、两座公铁双用长江大桥及一座过江隧道。汉江上从上游到

下游依次有武汉蔡甸外环汉水桥、长丰桥、江汉六桥（在建）、知音桥（江汉二桥）、汉水铁

路桥、月湖桥、江汉一桥、晴川桥共七座公路桥（一座在建）和一座铁路桥。  

公共交通 

武汉最早的公汽是从双墩开往五福路的 1 路。发展至 2010 年初，已有公共汽（电）车

近七千辆，公汽线路 273 条，平均线长 19.9 公里，行程 20 公里以上线路达 114 条。其中普

线 55 条（城区 34 条、电车 8 条和郊区 13 条），专线 200 条（城区 166 条、远城区 12 条、

郊区 22 条），包括通宵线路 5 条及清洁能源线路 16 条，另有旅游线路 6 条及中巴线路 12

条。公交单人票价为普通车 1 元(刷卡 0.8 元)，空调车 2 元（刷卡 1.6 元），双层车 1.5 元（刷

卡 1.3 元），部分郊区线路实行梯形票价。2002 年，武汉的各公交公司合并成立武汉市公共

交通集团。自 2005 年武汉实行城郊公交一体化以来，开辟了通往黄陂、江夏、东西湖等偏

远地段的郊区专线 22 条。2009 年，东西湖区开辟了 H 开头的惠民线路 4 条，已方便 24 万

人次出行。截至 2008 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拥有出租车 12137 辆。  

轮渡 

武汉轮渡的历史长达 106 年，有粤汉、武汉关、中华路、集家嘴、汉阳门、王家巷、晴

川、鲇鱼套等 38 座码头，48 艘机动船舶，往来于三镇间的轮渡线路达 18 条，其中武汉关

—中华路、集家嘴—汉阳门等 5 条线路为公交轮渡航线。轮渡鼎盛期年客运量达 1。6 亿人

次。1995 年长江二桥通车前，轮渡公司最高日载客量达 30 万人次。  

轨道交通 

2000 年，武汉轨道交通公司（现武汉地铁集团）成立。2000 年底，1 号线一期工程正

式开工，2004 年 7 月投入试运营。1 号线 2 期全线 28.8 公里于 2010 年 7 月 29 日通车，市

政未来规划的轨道交通网有 12 条线路。除 1 号线吴家山至堤角为轻轨外，其 11 条线路都是

地铁。2006 年至 2009 年，2、3、4 号线（一期和二期）相继开建，2 号线定于 2012 年底完

工，4 号线一期 2013 年完工，4 号线二期和 3 号线 2014 年完工。8 号线一期定于 2015 年建

成，6 号线、7 号线预计 2017 年建成。诸线中 2、3、4 号线跨越两江，连通三镇。  

过江隧道 

1、公路过江隧道(已建成）  

2004 年 11 月 28 日开工，于 2008 年 12 月 28 日通车。武汉长江隧道（万里长江第一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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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江上首座过江隧道，长约 3。6 公里（含匝道）。为汉口大智路至武昌友谊大道。该工程

为左、右道隔离的双向 4 车道公路隧道。  

2、地铁过江隧道（在建）  

1）我国首条地铁过江隧道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动工，定于 2012 年底完工，与地铁 2

号线同步通车。为汉口江汉路至武昌积玉桥，长约 3100 米，过江段 1300 米，其中，隧道武

昌风井是武汉主城区最深基坑，深度 46 米，计划于 2011 年底贯通，2012 年底与 2 号线同

步通车。  

3、公路地铁两用过江隧道（规划中）  

首条公路地铁两用过江隧道，定址为三阳路至秦园路，是公路和地铁 7 号线共用隧道，

计划在 2017 年完工。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元代以前历史 

武汉的考古可上溯到距今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汉口古有夏汭、鄂渚之名。黄陂区境内

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约 3500 年前的商朝方国宫城，是现今发现且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古城。

古语云“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故名汉阳。汉阳及武昌

皆有 1800 年历史，而汉口在明代以前，不过是紧连汉阳的荒洲。  

东周时，武汉一带便是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要地。西汉时汉阳归属沙羡县。而武汉城区最

早城池是建于东汉末年于今汉阳的却月城、鲁山城，和今武昌的夏口城。东汉末年，军阀刘

表派黄祖为江夏太守，将郡治设于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

于 221 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今鄂州），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

之意。223 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并在城内黄鹄矶处修筑瞭望楼，取名黄鹤楼。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中的夏口就是指武汉（古武昌即今鄂州）。

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作为郢州的治所。  

唐武德四年（621 年）于龟山南筑城设汉津县。隋大业二年（606 年）改汉津县为汉阳

县，汉阳名称由此而始，另设江夏县管理武昌。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

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流域商业重镇和东南贡赋转运中心。现今在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的灰陶

四神砖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皆为唐朝墓葬。自唐以来汉阳特别是鹦鹉洲一带是长江中游商船

集散的中心，有"东南巨镇"之誉。唐宝历年间，名臣牛僧孺任鄂州刺史，治鄂达六年，曾扩

建江夏城（今武昌）。两宋时武昌属鄂州，汉阳汉口属汉阳军，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

（武昌）达八年，在此兴师北伐。宋代武汉制瓷业发达，于江夏区梁子湖发现宋瓷窑群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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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座。南宋诗人陆游经过武昌时，写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

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来描写武昌的繁华。  

元明清时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 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武汉首次成为省级行政单位

的治所。元代诗人余阙在诗中曾把武昌、汉阳称为“双城”。元末时红巾军领袖徐寿辉曾将

其天完政权国都迁至汉阳。  

朱元璋攻克武昌时，第六子朱桢出生，后朱桢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

到扩建，成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在此后 274 年中，朱桢及历代楚王皆在龙泉山（今江夏

区）为修建陵地，使龙泉山形成了有“三龟九寝十二景”之称的古建筑群。明成化十年（1474

年）汉江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汉口方才脱离汉阳独立发展，嘉靖年间在汉江新河道北岸形

成汉口镇，来自各地的商贾纷纷前来经营，当时汉口货物山积，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成为

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的港口。明末汉口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

“四大名镇”，故有“货到汉口活”一说，汉口与北京、苏州和佛山并列，称为“天下四聚”，

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吴琪诗）状其景，享有“楚中第一繁盛处”美誉。

明崇侦八年（1635 年）汉阳府通判袁瑁在汉口修筑了一条长堤（西起硚口-汉正街，东迄堤

口-四宫殿，即今长堤街），长堤以内即汉口早期镇区。明崇祯十六年(1643 年)春，张献忠

破武昌城，火焚楚王府。  

清乾隆年间，汉口仅“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清嘉庆年间，汉口居民已达三万七

千户，计十三万人，但汉口仍然隶于汉阳县。清道光二年（1822 年）范锴所著《汉口丛谈》

中“遂陷武汉等郡”一句，即指武昌、汉阳两府。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首次在奏函中

使用“武汉”两字，如“武汉为荆襄咽喉”、“若使武汉克复”、“武汉两城对峙”等等，

任指武昌、汉阳（包括汉口）两地。  

晚清时期 

1852 年，太平军相继占领汉阳和汉口。次年攻克武昌城，为太平军攻占的首座省城。  

1858 年，《天津条约》增辟 11 个通商口岸，包括汉口。1861 年 3 月，汉口正式开埠。

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岸先后开辟了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汉口由传统商业市镇向近

代都会转型。成为长江沿岸最早的三个通商口岸（镇江、九江、汉口）之一。汉口的对外贸

易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  

1864 年，为防捻军南下，修筑汉口城堡，上起硚口，下到一元路，称作后城。  

1889 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在其主政期间，大力推行洋务运动，特别是兴建汉阳

铁厂、湖北枪炮厂，刺激了武汉近代工业兴起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张之洞在鄂期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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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修建了卢汉铁路，兴办教育，创建了两湖书院等新式学堂。  

1899 年，将汉水以北的汉口地区（北至摄口，西至硚口）设为夏口厅。  

1905 年，为解除汉口后湖水患，张之洞修筑后湖长堤，建成后堤内干涸土地 10 万亩。

所以后湖长堤被称作“张公堤”，该堤对起初狭小的汉口提供了广阔的扩建面积，有着不可

磨灭的功绩。1907 年，张之洞将后城城墙拆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江汉路的后城马路，

成为汉口首条近代马路，是中山大道的前身。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展实业救国运动。1906 年，宋炜臣等人在汉口创立了“暨济水电

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公用水电企业。1909 年，该公司为调节供水修建

了汉口水塔，成为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  

在清末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中，对汉口

的崛起倍加赞誉：“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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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从此

“东方芝加哥”成为人们对武汉的流行印像。20 世纪初叶的 10 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

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10%左右，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  

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 10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于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的首役。10月 11 日，起义军

宣布建立湖北军政府，脱离清朝，定国号中华民国，武汉此时成为中国的革命中心。10 月

18 日，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汉阳爆发阳夏战争。11 月 30日，清军败退，火焚汉口街市四

天。  

1912 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废汉阳府留汉阳县，改夏口厅为夏口县。以武昌为湖北

省省会，同年孙中山来汉，给予武汉“武汉一呼，天下响应”和“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

的评价。  

1918 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魏尔·瓦尔特的文章《中国的芝加哥》。该文赞道：

“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1922 年，江岸火车站为京汉铁路大罢工总指挥部，2 月 7 日二七大罢工遭残酷镇 压，

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6年 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划武昌县城区为武昌市作为湖北省会，改夏口县

为‘汉口特别市’直属于国民政府，并辖汉阳县城。  

1927 年元旦，国民政府自广州迁都武汉。1 月 5 日，数十万群众冲击了汉口英租界，2

月 19 日，国民政府正式收回该租界。4 月 18 日，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昌市与汉口特别市（含

汉阳县城）合并为‘京兆区’作为首都，成立武汉特别市。故武汉建市历史仅 80 余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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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武汉召开。7 月 15 日，汪精卫

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8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决定中国共产党

今后将采取武装暴动的方式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  

1931 年夏，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武汉市区被淹达百日之久，仅市区就死亡 3619 人。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间，中日双方投入百万兵力，进行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10 月 25

日，武汉沦陷。  

1949年 5月 15 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乘飞机逃离武汉。16 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汉口市区，次日进入武昌市区和汉阳县，武汉三镇解放。22 日中

共成立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4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

暂由中央直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设立的首个直辖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4 年 6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决定将武汉市由中央直辖改为湖

北省省会。6 月 25 日，武汉关 26。30米警戒水位被洪水突破。8 月 18 日，武汉关水位上涨

到 29。73 米，为有水文纪录来的历史最高值。  

1955年 9月 25 日，武汉长江大桥正桥全面施工。  

1957 年 10 月 15 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京广铁路就此贯

通。  

1958年 9月 13 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建成投产。  

1975 年，将武昌县（今江夏区）划归武汉市。  

1983 年，将黄陂县和新洲县划归武汉市。  

1984年 5月 21 日，国务院批准武汉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与计划单列城市。  

1986 年，国务院公布武汉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  

1992年 1月 18 日，邓小平“南巡讲话”首站到武昌。同年，武汉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

市。  

1998 年夏，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经全省军民抢护数月后，武汉转危为安。  

2004年 7月 28 日，武汉首座轨道交通线路轻轨 1 号线一期投入试运营。  

2007年 12月 7 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 12月 28 日，武汉过江隧道正式通车。  

2009年 12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0年 3月 8 日，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武汉城市性质为中部地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0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0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0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2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5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8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48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10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32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9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6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1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8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02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3423.htm


 

中心城市。 

第四章 文化艺术 

汉剧 

汉剧，中国戏曲剧种、湖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俗称“二黄”，又有“楚剧”、“汉调”

两种叫法。它为湖北主要的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湖北省境地内长江、汉水流域以及河南、

湖南、陕西、四川部分地区。 

【简介】 

汉剧是中国的戏曲剧种之一，旧名楚调、汉调。  

清代中叶形成于湖北境内，原以秦腔经襄阳南下演变出来的西皮为主要腔调，后来又吸

收了安徽传来的二黄。约有 300 多年历史。早期同徽剧经常相互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

了荆河、襄河、府河、汉河四支流派。对湘剧、川剧、赣剧等剧种的形成发展都有影响。清

嘉庆、道光年间，汉调流传到北京，加入徽调班社演唱，逐渐融合演变而成京剧。  

汉剧角色共分为十行：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

杂。腔调除了西皮、二黄外，罗罗腔也用得较多。伴奏乐器有胡琴、月琴、三弦、鼓板等。  

清末民初，成立了专科班，培养出余洪元、吴天保、董瑶玠等一批名角，汉剧开始兴盛

起来。  

清代中叶形成于湖北境内，发展成为襄河、荆河、府河、汉河四支流派。俗称路子。清

末民初，成立了专科班，培养出余洪元、吴天保、董瑶玠等一批名角，汉剧随之兴盛。抗日

战争爆发后，汉剧艺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汉剧流动演出队。1962 年建立了武汉

汉剧院，主要演员有陈伯华等。  

2006 年 5 月 20 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南地方戏剧，由汉水流域的山歌、民歌、小调发展而成，音调为汉中一带发音，与湖

北汉调戏相似。长于文戏，巴山气息浓郁，音调幽雅，唱腔婉转，道白柔和，语言风趣，表

演细腻，淳朴大方，唱腔及念白巴山音韵很重，以川味见长。板式有上、下调之分，上调多

用于表现悲怆、凄凉、愤慨情绪；下调多表现舒畅、明快豪放情绪。本市汉台区、西乡县、

镇巴县等地 60 年代以前多表演汉调二簧，今渐无。  

汉调二簧最初的发祥地为紫阳蒿坪河一带。最早的班社活动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年

（1737）。1958 年，据老艺人冯仁才、邱盛茂口述，蒿坪河东门寺的乐楼（戏台）上曾有“乾

隆二年八月乾胜班在此破台”的题壁。生于乾隆三十六年的蒿坪河艺人杨履泰（杨家家谱），



 

下室）建筑，20 世纪 70 年代加了一层。  

定河南康乐为永久校址之后，校方大兴土木积极建设，初期房舍多为西方人士捐建，钟

师荣光认为中国人教育，我华人亦应分力承担，故于民国初年，即奔走东西半球之间，呼吁

侨胞大力捐资，各方人士群相响应，兴建校舍凡数十座，成绩斐然，岭南校友有感钟先生功

在岭南，遂发起捐建大学宿舍一座，一九二四年落成，命名荣光堂以记纪念。 岭南（大学）

学院成立，学业蒸蒸日上，校友及学者到访每感时间仓促未能多作停留，董事会有见及此，

特于年前发起重修荣光堂，并改建为宾馆与岭南堂配合而成会议配套，蒙热心校友踊跃解囊，

得竟全功爰贞珉以垂永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董事会立 1999.12.5  

【食家点评】 

荣光堂地址：广州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北门 350 号推荐理由:在中大，

荣光堂可以说是中西结合的典范了，它是在历史悠久的荣光堂内一间西餐厅，里面透着一种

古典气息，融合得很好，别有一番意境，所以将其评为第三位。荣光堂位于主干道上，紧邻

第一教学楼，慵懒的下午，如果在里面幽幽灯光的衬托下喝着咖啡，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的

景色和行人，真是一种享受啊。这里的东西价格较高，不过环境如此之好，也算是值回票价

（人均 ￥47)。 

第五章 旅游景点 

黄鹤楼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国家旅游胜地四十佳。素有“天下江山

第一楼”之美誉。冲决巴山群峰，接纳潇湘云水，浩荡长江在三楚腹地与其最长支流汉水交

汇，造就了武汉隔两江而三镇互峙的伟姿。这里地处江汉平原东缘，鄂东南丘陵余脉起伏于

平野湖沼之间，龟蛇两山相夹，江上舟辑如织黄鹤楼天造地设于斯。另有香烟品牌以此为名。 

简介 

黄鹤楼位于武汉市蛇山的黄鹤矶头，面对鹦鹉洲，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山东蓬

莱阁合称中国四大名楼。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历代屡毁屡建。

现楼为 1981 年重建，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楼址仍在蛇山头。主楼高 49 米，共五

层，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底层外檐柱对径为 30 米，中部大厅正面墙上设大片浮

雕，表现出了历代有关黄鹤楼的神话传说；三层设夹层回廊，陈列有关诗词书画；二、三、

四层外有四面回廊，可供游人远眺；五层为瞭望厅，可在此观赏大江景色；附属建筑有仙枣

亭、石照亭、黄鹤归来小景等。。黄鹤楼是闻名中外的名胜古迹，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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