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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李宪生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师，可以知利弊。由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组

织，由中国租界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袁继成先生指导并亲自参

与编撰的《汉口租界志》，历经三年磨砺，终于出版了。《汉口租界志》卷帙浩

繁，以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条分缕析，揭示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

汉口租界的历史，使我们第一次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完整、详尽而科学的记载，

为汉口租界的演变及其对武汉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这是我市修志史上又一个里程碑，是建设武汉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

工程。 ·

，k

‘

租界，是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自1861年英

国在汉口设立第一个租界开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汉

口租界区上至江汉关、下至麻阳街，在沿江长3 600米、面积约2．2平方公里土地

上，持续了80多年。汉口设立租界的国别之多位居全国第二，其面积位居全国

第三。 j

汉口租界与汉口开埠相伴而生。汉口租界的设立，是近代西方列强寄生在

江汉大地上的毒瘤。西方列强攫取建立租界特权后，开洋行，设银行，办工厂，

兴航运，大兴土木营造领事馆、厂房、宅邸，汉口很快成为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

价原材料和土特产的市场。西方列强在租界区实行独立的市政、税收、警务等

综合管理，完全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号称“国中之国”o外国侵略

者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恣意践踏中国法律，为所欲为，为非

作歹，欺侮中国人民。租界内，烟、赌、娼泛滥，黑势力猖獗，是名副其实的“藏污

纳垢"之地。自有租界，武汉人民饱受凌辱、歧视和压榨。无数事实证明，“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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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西方列强向中国进行政治干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基地，

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堡垒。一部租界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华民族屈辱史。

我们今天审视租界，它带给武汉人心灵上的创伤仍然难以弥合。帝国主义

的侵略、掠夺和奴役是不争的事实，租界给中国人民、武汉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

重的。但是，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的设立，客观上推动了武汉的近

代化进程。汉口开埠后，随着外国商品的涌进、资本的投入以及侨民的移居，租

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应该说，租界给我们留下的

不仅仅是屈辱和创伤，租界还在城市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交通、公

共卫生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外界强力推动下，

汉口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有42年仅次于上海而居全国第二位，时称

“东方芝加哥”o值得一提的是，租界里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时至今El依然是

沿江大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我市当前的建筑业仍具有启示效应。正是有

鉴于此，我们对租界的认识，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味批判和全盘否定的层面

上，而应该客观、科学、历史、辩证地深入研究，在批判中扬弃，汲取对我们有用

的东西，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我认为，这也正是我

们现在修志的基本目的。 。

盛世修志。然而，修志既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文献编纂事业，也是一项十

分清苦的基础性工作。袁继成教授和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耐得寂寞，

不辱使命，夙兴夜寐，艰辛爬梳，集册问世，功不可没o《汉El租界志》的出版，本

身就具有“存史、资治、育人"的功能。书中客观反映的租界历史原貌，特别是武

汉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抗斗争，是我们向全市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很好教材。历史是不可删改的，正确、清醒地认识汉口租界

这段历史，对于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武汉、建设武汉的政治热情大有裨益。

星移斗转，时事变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当初的租界，如今已经

扫除“殖民地”的历史陈垢。抚今追昔，与时俱进，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过程中，自当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人世界发展大潮之中。新形势下，认

识租界、研究租界，旨意深远。在祝贺《汉IZl租界志》出版的同时，更应以“租

界”为鉴，策励奋发，高扬时代风帆，为打造具有“竞争力、亲和力、个性魅力、综

合实力”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而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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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天瑜

奔腾不息的长江，于明代成化年间，在华中腹地的龟山北麓，接纳改道后的

汉水，汉口自此从汉阳分割开来，同江东的武昌形成三镇鼎立格局。位处汉水

之北、长江之西的汉口，成为武汉三镇中最年青又最富经贸活力的一员。谚云：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便是明中叶以来，尤其是近现代汉口迅速

崛起的写照o。。 _
。

． 谈到汉口的“楼外楼"，不可不论及沿江大道中段，即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

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如果我们从汉口的标志性建筑江汉

关出发，顺江而行，沿江岸线长达3 600米的街面，可以看到一系列迎江矗立的

欧风建筑，哥特式、洛可可式、巴罗克式一应俱全。这便是19世纪60年代至20

世纪上半叶汉口租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这里曾是英、俄、

法、德、日五国租界o

租界，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迫使半殖民地国家在通商口

岸“租"给它们的区域。这里实行独立于出租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

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o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抗争，这些租界在20世纪

上半叶陆续收回。

中国在通商口岸划地出租，发端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外通商五口之

一的上海，1843年1 1月划定英国人“居留地"(俗称“夷场")，1845年11月，上

海道台宫慕久将同英领巴富尔“依约商妥’’的有关租地办法汇总成《上海土地

章程》张榜公布，并正式确立第一块租界的四至范围。此为中国设租界之始。
3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美于1858年6月签订《天津条

约》，增辟10个通商口岸，汉口在其列。1860年10月签订的《北京条约》重申

汉口开埠。1861年3月，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来到汉口，会同清方汉阳府、县官

员，划定英租界界址。3月21日，湖广总督官文委派下属与巴夏礼签订《汉口租

界条款》，划定租界面积458亩，此为汉口的第一个租界。1898年，英租界又增

扩337亩o 1895年10月，德国以俄、德、法三国促日还辽之“功”，要求在天津、

汉口建立租界。汉口德租界占地600亩，1898年增扩36．83亩。俄、法以同样

理由，在天津、汉口建立租界o 1896年6月，汉口俄租界占地414亩；法租界占

地187亩，1902年增扩170亩，合计357亩(后实际占地492亩)。日本则借甲

午之役的威势，于1898年7月设汉口日租界，1907年增扩，共占地622．75亩，

面积仅次于英租界o。 “

：
，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外因是西力东渐。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侵
●

略，以及与此同时的西方近代文明，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在中国的

展示，一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刺激源。进步的中国人投身近代变革事业，无不

是既激愤于列强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又感佩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决心

奋起直追。而列强设立的租界，作为西力东渐的产物，在半殖民地中国发挥了

与之相应的双重功能：侵华基地功能和西方近代文明示范功能。对于租界的双

重功能，如果仅执一端，必隐偏颇，只有全面观照，方能给租界作出完整、确切的

历史定位。

租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外。这与日本江户

幕府末期，在美国胁迫下于横滨等地设立外国人居留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外

国人虽在居留区享有一些特权，但行政管辖权还在幕府将军手中。明治维新

后，居留地撤销，外国人特权全部收回。中国丧失对租界的掌控也有一个过程：

首设租界的上海，1845年拟订的《上海土地章程》还规定租界由华官保护；1854

年，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乘小刀会起事之机，以华官无力保护租界为由，自

订新的土地章程，摆脱清政府对租界的控制。租界设公董局、工部局、巡捕房，

全然由外国人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以后，各口岸外国租界皆循此例，汉
4



口租界亦然。如汉口英租界的董事会实为立法机关，工部局(大英市政委员会)

行使行政权，会审公堂掌理司法，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又设巡捕房，承担警

察局职能。德、法、俄、日租界也有类似机构。这里时常驻扎外国军队，码头停

泊外国军舰，是列强炫耀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军事据点。租界还是中国买办、

官僚、帮会头目聚居地，博彩馆舍、青楼妓院、鸦片烟室林立，藏污纳垢，流毒广

远。当然，由于租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清末民初的不同政见者(包括革
。

命者)，往往以租界为存身及活动空间，一些进步事业、革命活动在此展开。

租界发挥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集中体现在将西方城市模式移置过来，成

一 为现代都会文明的标本。从欧式建筑，有下水道、人行道、行道树的硬面街道，

龟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公厕、公园等公共设施，到近代化的市政管理和文化

举措(学校、医院、图书馆、报馆等等)，及至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一一

呈现在刚刚走出中古故道的中国人面前，这较之从书刊上看到的“西洋景”生动

具体得多。汉口租界在清民之际已成为武汉城市建设的仿效对象。，用“地皮大

王’’刘歆生命名的歆生路(今江汉路)便是租界建筑和街面格局的翻版。民国

初年，华商总会在阳夏战争大火被焚地段(今南京路、大智路一带)建造模范区，

‘立意是“与租界媲美"，参照租界建筑风格和道路等设施，形成一批西式街道和

中西合璧的里弄。武昌、汉口的学校、报馆、工厂、水电设施，也以租界内相关设

施作样板。汉口的重-LI,从沿汉水(时称“小河”)一线转移到沿长江一线，由传

统的内聚型商贸中心演变为外向型国际商埠，是以开埠及租界设立为端绪的：

开埠使之纳人世界统一市场，租界则提供了现代都会的发展模型。因内外诸多

因素的共同促成，武汉在上一次世纪之交，走出中古城邑、近古集市故道，迈人
。

现代都会行列o

由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主持，袁继成先生为主笔，袁继成、王汗吾、吴明堂、董

玉梅、董莉萍诸君担纲著作，数年来穷搜远绍，详尽占有档案资料、口碑材料及

各类图录，又辅之以亲访、踏查，著成煌煌大作《汉口租界志》。该志，以谨严的

志书体例，为我们呈现出汉口租界富于纵深感的全方位图景，对其双重职能作 ，t

了充分展示和深入抉发。这是武汉近现代史和中国租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
气



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于经营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提供了切实的、有

深度的历史借鉴。衷心希望，不要将这样的志书束之高阁，学界学人、政府部

门、经济实体、文教机构均可从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存史、资治、教化”诸方面发

挥功效。

2003年4月14日书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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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本志记述1861年英租界设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法租界被

正式收回期间，汉口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区域内的人口、经济活动、政治体

制、文化事业、市政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面貌，以外国事物、人物为主，

与其密切相关的中国事物、人物酌情记述。意在通过对旧租界历史的研究和史

料的整理，为21世纪武汉的对外开放以及城市管理、商贸、旅游、建筑艺术等发

挥借鉴作用。

二、本志按章、节、目三个层次编纂。以现代语体行文，引用中外文档案、书

刊、资料，均保持原文及原译文文体o

． 三、本志历史纪年均采用公元纪年，如有必要则附注朝代纪年o。

四、本志外国人名，一般采用中文译名，以当时习惯称呼为准。每节第一次

出现时在中文译名后括注外文(表格中人名均附外文)，因资料所限无法载人外

文人名的，暂付阙如。
。

，÷

五、本志所引有关文献，原则上保持原貌，个别内容不够准确，一般不作更

动。 、

，

六、本志所用货币单位，“两’’为银两；“元"，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前为

银元，币制改革后为法币；1942年8月后日伪在武汉强制推行“中储券"，禁止

法币流通，此段时间的货币一般为“中储券’’。 ，

。

七、本志注释采用页末注。
’

、

八、本志人物章按其生年先后顺序排列，生年相同者按卒年顺序排列，生

年、卒年不详者，按其活动年代酌情排人适当位置。本志人物突出其在汉口租

界或与租界有密切关系的活动，其他经历一般采用简约文字勾勒。

。九、本志附录由典章规约、地名对照表等组成。典章规约按租界的开辟、租

界的扩展、租界的收回、租界组织条例及其他等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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