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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武汉市市政建设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却极少系统资料可查。为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做好市政建设工作，对武汉市市政建设的历史

和现状，进行系统周密地调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编修武汉市市政建设

志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志书不仅为研究武汉市的市政建设提供了资

料，也有助于兄弟城市之间的交流。

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市市政建设管理局于1981年着手修志。七年

来，局的机构人员虽有三次大的变动，但修志的初衷和决心始终不变，

经过前后七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成此志。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和原材料，费时费力最多，专志前后用了四年时

间，从国家、省，市，本局、大学和设计勘测部门的档案馆，图书馆、

资料室搜集了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约一千万字，几百幅图纸和照片，

同时注意口碑采访和实地勘测。各项资料均经反复核对考证，因此入志

资料是翔实可信的。在此，对提供资料的所有单位与个人谨致谢忱。

专志每篇都经过多次评议．核对与修改。文风力求严谨朴实、详略

得体、特色鲜明、体例统一。修志过程中承蒙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建

委领导给以指导，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院，武

汉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和各区市政建设局也分别提供修改意见，谨此一并

表示感谢。 。

专志编排采用辞书条目式。全志约i6万字，计分概述、城市道路，城

市桥梁、城市排水和市政建设管理五大类日，每个类日中分若干条日，大

的条目内还有子日。它记述了武汉地区从l 840年到l 985一个多世纪以来

市政建设的历史沿革与现状。本来市政建设是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

而本志只记市政建设中道路、桥梁和排水设施的建设、维修与管理。

修志是一项新的工作，限于水平，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敬请读者

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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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辞书条目式记述武汉市市区的市政建设：城市道路，城

市桥梁、城市排水及市政建设管理．

二，本志记述的年代：上限一般起自1840年，下限一般止于1985

年．

取材原则：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详重点略一般，突

出特色，古为今用。

三、本志采用的高程系统：除注明黄海高程标高外，一般均为吴

淞高程。文中记述的地面标高或水位数值，不再一一注明高程系统名

称。

四，计量单位：

定的公制单位．

币值：文中记述

元等于现在的1元)。

五，纪年：自辛

的年数后括号内的数

六，称谓：历代

儡政权)．．

地名保持历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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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武昌和汉阳街巷起源于隋唐，汉口汉正街等沿河街道起源于明代·这些老街巷多为土路

或条石路，最宽不过6米。桥梁和排水沟渠的建设，据已见史志记载，最早见于南宋·现存

最早的古石拱桥，为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建的武昌北洋桥·

近代城市街道和排水设施是从1862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强占的汉口租界区开始的．当年

汉口租界街道，一般宽8——12米，始为土路、煤渣路和碎石路，1916年俄租界三教街(今都阳

街一段)始加铺沥青路面·租界街道两侧大半是雨污合流的砖砌明沟，上有空格铸铁沟盖·英

租界于1906年敷设了排污铸铁管道，并于天津路江边设汽医排污泵房，首先实行雨污分流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拆除汉口城垣，修筑后城马路，相继建成的有武昌大东门马

路，汉口歆生路(江汉路)等街道·到清代末年武汉已先后建成木桥，砖石拱桥131座·

1927—1937年除汉阳很少变化外，汉口和武昌兴建了一批市政工程，形成数十公里高级

和次高级路面的街道和300多公里的市郊公路，武昌和汉口新建一批现代结构的下水管道，

并初步形成排水体系。1936--1937年钢筋混凝士结构的武昌南楼拱桥和中正桥(解放桥)建

成。

1938--1948年，市政建设经费奇缺，很少新建，用于维修养护仍提襟见肘，以至修补赶

不上损坏，街道年久失修，坎坷不平，许多沟道也淤塞不通，溃水难以排泄．

1949年武汉共有各种城市道路433公里。面积277万平方米，其中高级和次高级路面的街

道约60公里，面积47万平方米，其余为碎石路，煤渣路，条石路和土路，共有桥梁18座l下

水沟道99．7公里，其中明沟25．6公里，中小街巷的旧式暗沟40．8公里，下水管道33．3公里，

除旧英俄租界外，多为雨污合流，排入江河和湖泊。汛期闸门关闭后，武昌，汉口共有7座

小型泵站，抽排出江河。绝大部分不能抽排的渍水均靠市区湖泊围蓄·

建国后，市人民政府有计划地大批兴建市政工程，到1985年已有各种城市道路2，373条，

总长1，042公里，面积834万平方米。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道路897公里，为1949年的15倍，

高级、次高级路面面积747万平方米，为1949年面积的15倍。路幅宽度，路基路面厚度和车辆

通过能力均较1949年有显著增长·全市街道平行或垂直于江河，除少数Y形三叉口外，多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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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米，一般持续3—4天，最低处持续8天。解放大道江航段中断交通三天，67．7％的工

厂；l101个大中型财贸企业被迫停产，许多中小学也短期停课，受溃民宅127，467户。死亡

15人，受伤3人，全市直接经济损失24，300万元o
’

现城区建成面积178平方公里，下水道服务面积仅78．6平方公里，普及率为44．2％，现

道路总长1，042公里，而下水道总长仅854公里，且老城区旧有下水道管径小，宣泄不畅。

明清时武汉湖泊众多，水域广阔，随着城市和堤防的发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有不少湖

塘填平和淤废，至1949年市区仍有水面456，662亩，可供汛期囤蓄雨污水。据1982年实测市

区湖泊水面为313,137亩，比1949年减少143，525亩，其中还有48，039亩精养鱼池，没有调蓄

功能。在雨季夏汛中，雨污水主要靠泵站抽排出江河。若遇特大暴雨，短期内部分低洼地带

溃水内涝仍不可避免。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江河，形成水质污染，亦待解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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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街道)

1、武■老街

·城 市 道 路·

中和街(首义路)，由中和门(起义门)开始经过紫阳路到武珞路止，长l，185米，宽

5--ii米·此路最早记载见于唐太和七年(公元883年)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长街，今解放路中段、南段·南起于巡司河，北至蛇山跨线桥，长2010米·最早记载

见于南宋和元代②，原宽4—5米，1936年扩宽改建为水泥路。

2、汉阳老街

显正街，起子拦江路止于西门，长962米，西大街起于西门，止于归元寺，长910米·两

街衔接，宽3—4米，为古汉阳城内外东西走向的主要条石老街。解放后铺设了下水管道，

加铺了沥青路面，扩大了西大街由鹦鹉大道口至归元寺一段。

晴川街，旧名高公街、洗马长街，为南北走向的城外老街，北端南岸咀有渡口，可过河

往汉口集稼咀·

3，汉口老街 ，

t

汉正街，西起矫口路，东止于集稼咀，全街与汉水平行，长3，194米，此街西段窄，仅

宽2．3—3．5米，武胜路以下较宽达5—6米。形成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距今已有五

百多年。清乾隆四年(1739年)用砖砌方形排水暗沟，上盖花岗岩长条石，形成麻石路面③。

1 931年大水后，为了防止今后汛期河水倒灌，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于1932年将汉正街翻修改

建，修暗沟，街面升高至1931年洪水水位，改建后仍为条石路。分别于1954年、1968年和

1969年由磷口区建设科加铺了沥青路面。

长堤街，西起矫口路、过武胜路，利济路、民族路，东至花楼街为止，全长3，559米，

一般宽不足4米。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l昌主持修建汉正街以北长堤，是为

此街的路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长堤南侧已形成半边街。同治三年(1864年)修

①见，陈廷钧《安陆县志补》正卷下杂记《唐胡君夫人朱氏墓志铭》及《再续汉口丛谈》。

⑦见：宋，祝穆‘方舆胜览'，宋陆游‘入蜀记'，‘再续汉口丛谈’、

④见：范白舫．‘汉口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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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汉口城垣，代替了长堤防水，形成了长堤街，旧为条石路面，1960年加铺沥

其他著名的老街还有黄陂街、花楼街、交通路。

(近代街道)



法租界界域于1902年向大智门火车站方向扩展后并不满足，又沿袭荚租界的故伎，勾结

亲法的中国市民，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越界修筑车站附近街道①·当时清政府尚据

理力争，使法租界当局未能得逞，但到1918—1919年，法国侵略者又乘军阀混战之机，不经

外交手续，非法侵占了今黄兴路西段和全部友益街，将法租界再次扩展至汉口大智门附近-

今汉口中山大道江汉路至大智路段，为当年汉口市区与英租界(扩界后)的分界线。此

段西北侧旧名保华街，为爱国的。华界董事会"集资修建，街道命名含保我中华领土主权的

意义。此段东南侧旧名湖北街，为英界管辖· 。

中山大道一元路至六合路段旧名华景街和汉景街，为市区与德租界的分界线。1911年

清军来汉镇压辛亥革命，纵火焚烧大部分市区，德租界方面乘火打劫，要求完全占有华景街

并扩充租界至京汉铁路边③·

德租界方面乒面谈判，一面则派巡捕于汉景街强行接管，经爱国市民一千多人抗议斗

争，才保住了半边街的主权③。1915年编的(<汉口竹校词》华景街一首说： “华景街前马路

边，鱼篮菜担免挑肩，争回几尺中华地，留与吾民作市廛"·

中山大道六合路以下至麻阳街段，旧名两国街，为市区与日租界分界。北段为日本人予

192i年运土填筑，中国官厅制止无效，筑路后日方擅自改名为平和街，并派日警管辖·直到

1927年4月3日后，日警逯入租界，安置铣网，市政府才派中国警察值勤，并将该段更名为

兴元街。<<汉口竹枝词》对当年各帝国主义租界侵略我国领土主权并压迫中国人民的情景有

以下记载： “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黟

由汉口市区进入各国租界的路口，自1911年以后，一般设栅栏和铁丝网，英租界遍立围

墙，直到1923年--1925年经市区人民强烈抗议才陆续拆除。英方在租界围墙拆除后，以治安

和维修路面为借口，又强行榨取补偿白银2,500两。1941年上半年伪汉口市政府仍向法租界

交养路费2，500元，同年8月29日法国领事施尔满以栅门开放，往来车辆增多，培修费用增加

为借口，专函伪汉口市政府，要求将养路费由每年5，000元，增加到16，000元，伪市长张仁

蠡同意照付o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法租界，至此五国租界全部收

回，租界道路已成历史遗迹o

2、汉口城垣与后城马路

中山大道的前身是在汉口镇城垣基础上兴建的。清同治三年(1864年)汉阳知府钟兼

①关于法租界越界筑路一事见·光绪三十四年阴历三月十二日、八月初九，八月十四‘大公报’．

④见民国元年(1912年)4月20日《大公报》(天津版)文《租界推广同题’

@见民国五年(1916年)9月16日《大公报》(天津版)(鄂人反对推广德租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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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知昙孙福海和绅士胡兆春等建议在汉口老后湖一带修筑城堡，上起斫口．下至沙包(今

一元路江边)_计长一千九百九十二丈，约十一里许"·。经营一载，大功乃成弦·因城垣

紧靠后湖，故俗称。后城，，·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公堤建成后，市区大为扩展，汉口后城兼长堤的功用已经

丧失，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芦汉(今京汉)铁路通车，汉口由内河港口变为水陆联运的

枢纽·1日城垣已成为交通与经济发展的障碍，1907年张之洞主持拆除城垣以后，沿城基修建

了后城马路。当时由磷口路起至歆生路(今江汉路)止，全长4，500米，路两旁水塘濠沟甚

多，房屋也稀疏矮小，路成后十几年间逐步发展成为新市区的街道o

江汉路以下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口)，清光绪二十五年(1 899年)英国强行扩展为租界

辖区。在扩展租界条约上竟写上。 曩现在城垣之上，大小棚房甚多，臭恶已极，理应驱逐l

租界开办后，不准再有居住黟．鸠占鹊巢后，在今南京路至黄石路El之间的棱形地带盖起了银

行大楼与住宅，把这一段的中山大道逼得只有8一．9米宽，原名湖北街·界限路口至黄兴路

口这一段，原为俄租界，名五族街。黄兴路口至一元路口曾先后名：亚尔萨罗南尼街，西贡

街、中山支遭、复兴街·一元路北端至六合路旧名汉景街，近铁路一侧为中国市政当局管

辖，近长江一侧为德租界管辖，陈怀民路北口至芦沟桥路旧名平和街。芦沟桥路至麻阳街一

段为日租界予1921年越界强行填筑，现中山大道一元路以下地段，都不是在老城基基础上兴
’

建的。

3，江汉路与“模范区黟道路

江汉路的兴建l

汉口江汉路东南端起子沿江大道武汉关(旧名江汉关)，西北端止于循礼门火车站外解

放大道，全长1，600米，宽12米·七十年以来为武汉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

江汉路自沿江大道至花楼街一段，已有百年以上历史，近代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于1890年

绘制的4武汉城镇合图’’上此段旧名广利巷，广利巷以东即英租界4洋街"·清末随着商业

对外贸易的发展，此段兴建了不少银行大楼，街道也拓宽至12米，主权为英租界侵占并改名

为太平街．

花楼街至解放大道一段，1日名歆生路，原多湖塘，地基属当年汉口“地皮大王"刘人祥

(歆生)·刘为了提高地价，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创设填土公司，先是在租界承包

填土工程，1905年后湖张公堤建成后，首先从江汉路一带湖塘填起，1906年又通过法商立兴

洋行购来一个小火车头和14台压路机，从后湖姑嫂树铺轨直达今江汉路人行天桥处，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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