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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白云黄鹤的故乡，辛亥首义的圣地;这里不仅经济发达、

科教先进、高校云集、风景优美，而且还较好地发扬和传承了汉味小

吃这一民俗文化。 位于黄鹤楼下的百年官巷一一户部巷 ， 经过武昌区

委、区政府的多次倾力打造，如今已经成为董声荆楚，名扬九州的汉

味早点第一巷。

户部巷为明清古巷，因毗邻隶属户部的藩台衙门而得名 。 应该说，

这条古朴的小巷自从诞生以来，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 明清两

朝，武昌府和藩台衙门的设立，使这条小巷变得无比贵气而神奇 。 时

光在搏，岁月悠悠，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的车马走过这条幽深的小巷。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有了石婆婆热干面 ， 这里才迈开"汉味小吃"

的第一步 。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随着徐嫂等一批下岗工人在这里

立足 ， 户部巷更是成了汉味早点的天堂 。 但那时这里的早点摊档参差

不齐，招牌五花八门，垃圾随处可见，窄窄的街道被挤占得无法通行。

直到 2003 年，在武昌区委、区政府的倾力打造下，一个全新的"汉

味早点第一巷"便横空出世 。 开街后，户部巷不仅保留了一批有着汉

味特色的早点品牌 ， 而且还引进了像"蔡林记" 、"四季美"、"老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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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丝"等一批百年老字号的汉味品牌。

目前 ， 焕然一新的户部巷已由原来长 147 米、宽 3 米的古朴小巷 ，

发展成为今天由户部巷老巷、自由路、民主路西段和都府堤南段组成，

集小吃、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以上的

汉味特色风情街区 ; 各类经营门点 340 余间 ， 其中从事小吃经营的有

160 余户 ， 经营品种达 170 多种 。 如今，这里不仅是汉味小吃的代名

词 ， 也是登名楼、逛名街、品名吃、观名景的另一番新天地。

当前，武汉早点小吃市场的需求很大 ， 而武汉现成的小吃品种多

达 200 余种，数量之多 ， 全国同名 。 但令人担忧的是，武汉小吃店的

规模普遍偏小，经营分散 ， 抗风险能力小，传统小吃整体质量下降 ，

口味走样 ， 老品牌小吃被低技术克隆等。 这些不良因素，将严重影响

武汉传统小吃的发展和壮大 。 而户部巷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却带动

了一项产业、复兴了一种文化、刷新了一种观念。 这种模式给我们带

来非常有益的启示，值得各行各业借鉴和学习 。

《武汉有个户部巷》以饱满的热情和生动的笔墨，带领我们走进

了户部巷这条幽深而又神奇的小巷 ， 如实地描绘了这条小巷的前世、

今生和未来 ，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浓浓汉味气息和醇厚地域文化的

美丽画卷。 全书文字优美、笔触细腻 ， 读起来令人浮想联翩、心情愉

悦。 《武汉有个户部巷》既是一部介绍武汉的历史和文化的厚重作品，

又是一张推介江城武汉走出全国、走向世界的烫金名片 。 这部作品的

问世 ， 必将为提高江城武汉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积极的

作用 。

;{J政乔
(武汉市社科院原副院长、文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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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九曲同肠"之称的长江，从青藏高原汩汩流山，走千峡、

纳万) 11 ，汇集成波诗滚滚的甘甜乳汁，浇灌着美丽的神州大地，哺育

了华夏的英雄儿女。 她从四川宵宾激情起步， 一路高歌，豪放不羁地

奔向浩瀚的太平洋。

她的中下游江面辽阔、水流平缓，与支流汉水汇合后，将华中地

区最大的都市一一一武汉， 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慎鼎

立的格局。

如果说江城武汉是华中地区一颗璀琛的明珠，那么位于长?丁南岸

的武昌就是这颗明珠巾的发光元素。 己纤拥有一干多年历史的武昌是

臼云黄鹤的故乡，辛亥首义的圣地。 这里不仅历史悠久 、 文化繁荣，

而且山清水秀 、 环境幽雅。 33 平方公里的东湖以及沙湖、紫阳湖等城

中湖泊，宛如碧玉;蛇山、洪山 、 珞咖山玲珑秀美，别具韵味;黄鹤

楼、 长春观、宝通寺 、 首义园等众多历史遗存，令人流连忘返。

游完位于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沿着长江大桥的阶梯信步而下，

仅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茧卢荆楚 、 名扬海内外的"汉昧早点第一

巷" 一一户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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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巷就是武昌古街 1><.:遗址巾的一条小巷， 历史相当悠久， 在明

朝j嘉靖年间的 《湖广图经志》 里有一幅地图，上面清楚地标注着这条

长 147 米、宽 3 米的小巷，由此看来，这条小巷约有 500 年的历史了 。

公元 1367 年 ， 起义军进行了推翻元朝l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并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 第二年，朱元璋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

称帝。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便在朝廷和全国各大地区设立中书省。 中书

省实际上就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其长官一般由示相担任。 在执政期间，

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位互相来辅佐自己，其中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政的

时间最长 ， 职权也最重。

一天， 胡惟庸的儿子坐车山去游玩，途巾，由于车夫一时大意，

导致小公子不慎摔伤。 于是，这位骄横跋雇的宰相便滥用职权，在没

有通知司法部门的情况下，杀了年夫。 此事激起了众多官员的公愤，

一致要求严惩胡犯。

为此，朱元璋趁机除掉了这个专权营私 、 骄横跋雇的宰相，并废

除了巾书省，在全国重新设置了 13 个承宣布政使司 。 湖广(包括今

湖北省)承宣布政使司就是新增的一个行政机关，地址就在汉阳门内

(今户部巷风情街)。 同年，义在武昌设立武昌府署(署址就在今武昌

l义民主路小学) ，辅江夏等-:1'1'1 九县。

明代的武昌府署规模宏大，衙门制南开， 三面是高高的萧墙。 东

面的萧墙与对面的布政使司形成了一道窄窄的夹巷，这道夹巷就是最

早的户部巷。

虽然那时这个地方还不叫户部巷，但至少已经成为了一条名副其

实的官巷。 时光在再，岁月悠悠，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的车马走过这

条幽深的小巷。

顺治年间，清政府改布政使司为藩署(藩台衙门)，主管一省的

民政和财政。清代武昌的藩署是在明代布政使司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的:

正门依旧朝南开，西面对着武昌府署的就是该衙门管理户籍钱粮、民

事财政的两个厅一一藩库厅和藩经厅。

"户部"是我国古代官署名，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 这一机构，在

三国时称度支尚书，掌管财政。 从唐代起，才改称"户部其长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为户部尚书。 明清时期，户部草管全国疆土、 田地、户籍 、 赋税、傣

饷及-切财政事宜。

其实户部"这一机构只有在京城才有，而藩台衙门只是京城

户部的一个下设机构，

完全没有资格称"户

部" 。 但是，为了 ~'W示

尊贵，藩台衙门西面

的那条窄窄的小巷还

是被命名为"户部巷" 。

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湖广布政司

被分为湖北布政司和湖南布政司。 清代的湖北布政使从首任刘E贵到

最后一任连甲，一共有一百二十五位在武昌藩署历任。

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 二月，武昌藩署来了一位新上任的布

政使一一胡林翼。

胡林冀，字舰生，号润芝，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 道光十六年

(公元 1836 年)进士，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

考官，后揭升知府。 1846 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1阴、镇远、思南

知府。 1854 年，提升为贵东道员，奉调带勇赴湖北 、 湖南抗击太平军。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起义军一路逆长江而上，先后

攻取安庆、九江、武汉等地。 1855 年 1 月，胡林翼随曾国藩率湘军进

攻江西九江、 湖口，结果大败。 随后，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

带所部回援武汉。

这时，太平军已占领汉口 、汉阳，而胡林翼却以孤军驻扎武昌 ，

既无外搓，又无军饷 。

一天，胡林翼正在藩署内忧心忡忡， 突然得报，朝廷的钦差大臣

钱宝青到了 。 起初，他以为是朝廷派来了外援，谁知钦差大人一到，

便直言不讳地说胡大人，皇宫中有人告你在武昌驻兵时，以朝廷

的名义强征兵丁 、 盘剥百姓，使得这里民不聊生，故皇上特派微臣前

来查实! "钱宝青狡黠地笑了笑，说当然，如果胡大人肯舍些银

子这奏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意图来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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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一听，气得脸色铁青。 他满脸怒容地说此乃恶意诽

谤……自从驻兵武昌以来，下官就地筹集军饷，没有乱花朝廷的一两

银子，现在居然还有人诬告，说下官以朝廷的名义强征兵丁、盘剥百

姓，简直是无法无天! " 

钱宝青微微一笑，说诬蔑也好，清白也罢，总之胡大人只要

使些银子，此事便可逢IXI化背

"办不到

碰了一鼻子灰的钱宝青闷闷不乐地回到馆舍。 他没有想到胡林翼

会这么"不识好歹竟然连钦差大臣的面子都不给，既然如此，那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称胡林翼在武昌

驻兵期间居心不良，有谋反之意…·

第二天，胡林冀的仆人来请钱宝青用膳时，发现这位临时任命的

钦差大臣已被人杀死于馆舍之巾 。

当胡林翼看到钱宝青已经写好的那纸奏章时，顿时感到心惊胆

战一一这纸奏章一旦送到皇上手中，他家定会满门抄斩。 然而，幸运

的是，苍天有眼，这个冤家居然被人杀死。 虽然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

但他还是在心里默默感激这位无名"义士" 。

后来，湖北巡抚多次派人追查"凶犯一直没有结果，加上这

时战争频频，就这样，朝廷的钦差大臣被杀一案便不了了之了 。

应该说，藩署和武昌府署的设立使户部巷这条小巷变得无比贵气，

而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又使这条小巷变得如此不凡。

1911 年 10 月 10 日傍晚， 天低云暗、秋风四起，武昌城在夜色巾

~.得无比沉寂。

这时，楚望山附近的湖北新军工程营驻地内忽然变得嘈杂起来，

工程营左队的年轻士兵们满怀愤怒地走出营房，开始了他们的聚

集一一商议起义时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的任务。

连日来，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 清廷鹰犬们疯狂地搜

捕年轻的民主革命者，同盟会的许多领袖人物被迫逃亡。 而彭楚藩、

刘复基、杨洪胜等多位革命志士也被残酷杀害。 现在，是在等待中灭

亡还是在反抗巾生存?群龙无首的新军士兵们面临着最后的抉择。

傍晚七时许，陆军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陶启胜带着护兵到各棚去



盒房。 秋夜的武昌城在昏暗的月色巾一片朦胧，八营所有的背棚内寂

然无卢，士兵们似乎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

这极其反常的现象训:陶启胜感到了一丝不样，他快步走进了

五棚 。

五棚棚内昏暗的油灯下，正日金兆龙正抱着枪仰卧在床上。 陶启

胜走过去大卢吼道:

"造反就造反 !γ" 金兆龙迅速从床上跃了起来，瞪着眼睛说。

"啪"金兆龙的脸上i直到了重重的一记耳光。

怒火一下子填满了金兆龙的胸腔，他飞快张开仇恨的双臂，不顾

一切地相j陶启胜扑去 . . .. . .

正当金兆龙和陶肩胜扭作一同时，突然从棚外跑进来一个手持枪

械的高个子寸士兵。 该寸寸兵仔细看了看地上的两个人后，迅速举起了手

巾的枪. . .. . .

"啪随着一卢清脆的枪卢，陶启胜松开了抱缚的双手，躺在

了 IÍII 泊之巾 。 这时，正当陶启胜的护兵准备拘枪时，高个子十兵马上

调转枪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了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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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卢引来了第八背前队的大队人马，队官黄坤荣 、 司务长张文诗 、 川， j
八营代理官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 顷刻间，五棚的营房之外，枪卢大

作，乱作一|利 。

第八百正目熊秉坤听到枪卢后，情知有变，便立即鸣筒集合，正

式宣布起义。

年轩的士兵们听到筒芦后，呼啦啦地冲出营地，向楚望山的军械

库奔去。 可是，他们没走多远，便遇到了督衙的马队。 一时间双方剑

拔弩张，情势十分紧急，眼看就要交火。 这时，站在队伍最前列的熊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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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坤一声高喊驱除帖虏，恢复中华，如果要革命，快与我辈同去 ， " 

马队的士兵们犹豫了 。 不一会儿，队伍中有人说 兄弟们，革

命吧"于是，马队的±兵马上掉转枪口，与工程营的女兵们分兵三

路，分别向蛇山 、 凤凰山和楚望山冲锋 。

革命军以最快的速度架起大炮向总督府轰击。 当属耳欲聋的炮声

响起时，正在府内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对付革命党的湖广总督瑞激顿时

吓得魂飞魄散。 他急忙巾断会议，命人打穿后花园的围墙，带着家眷，

钻山墙洞向江边逃去了..

10 月 11 日天明，湖北布政使街门-一一藩署也被攻克了 。 当藩署

的最后一任布政使连甲仓皇逃走后，革命军打开藩库厅的库门 ，发现

里面仍然储备着充足的钱粮一一这些物资为革命军以后的战斗生涯提

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这就是著名的辛亥肯义。 革命军在武昌打响的首次战斗，推翻了

清王ljy~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巾国两下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而藩

署的攻克，也预示着这座在户部巷存在了几百年的朝延机构，从此将

变得不再威严、不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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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胜利后，藩署曾一度成为革命军的办公地点，武昌府署

则被改成了一所省立巾学。 后来，革命军在南京成立政府后，越署内

便开始住进了平民百姓。

自此，这条古老的小巷就变得更为神秘了一一在那动荡不安的年

代里， 一场由"纺织大王"徐荣延等人组织的"正义行动"在它的身

边秘密发起。

1919 年 5 月 23 日夜晚，坐落在汉阳门正街(今民主路 6 号，户

部巷风情街)的一座旧公馆内灯火通明，宽大的会客厅里坐着几位特

殊的客人一一他们就是武昌造币厂和机件修理厂的工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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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下，坐在首席的武昌总商会会长徐荣廷看了看在座的各位代

表，无比愤慨地说诸位 ， .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秘密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巾

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徐荣廷的肩宇间闪烁着正义的光芒如果‘二

十一条'实行，巾国就要沦为日本的附属国，巾国的主权将会丧失殆

尽。

"对，这一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都无比愤慨，上海商界首先集

10 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 没过几天，广东 、 无锡 、 松江、 福州、安徽 、

烟台 、 营口 、 济南 、 长春 、 厦门 、 芜湖 、 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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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体，就先后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一个工人代表马上接过话题说。

"全国上下都在振作奋发，唯有武汉无动于衷，如果我们还不行

动起来， 亡国就在眼前"另一位工人代表大卢说。

"救国储金，是我们每一个巾国人应尽的责任。"停了一下，徐荣

廷接着说下面我们来共同商讨一下明天集会的具体方案

J主到半夜，旧公馆会客厅内的灯光依然没有熄灭，所有的与会人

员都在为明天的集会出谋划策。

第二天，武昌造币厂工人及机件修理工人按原计划在剧马场集会，

决议: 一律禁止修理日货，使日货"毁于元形" 。

上午，工人们开始游行示威。 由造币厂全体工人和部分商界代表

组成的游行队伍从阅马场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走去。 一路上，他们高

唱着救国储金歌救国储金，国民责任应当尽。 吾爱吾国，吾尽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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