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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汉人》是著名作家方方所写的与武汉有关的随笔集，共收入37篇文章，大致可分为历史篇、环境
篇、风土人情篇和少年记忆篇。
《武汉人》内容涉及对武汉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城市规划、城市性格等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事件
等，武汉的地理环境，武汉的大学，武汉的天气、别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武汉人的方
言、吃喝玩乐，以及生活在武汉五十多年的作者方方与武汉的故事等。

类似于叶兆言之于南京，方方是武汉作家中写武汉这个城市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从小生活在武汉，对
武汉的历史人文有着独特的观察和体悟。
本书文笔从容，叙述简洁，且收放自如，增添了不少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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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方，本名汪芳。
1955年生于南京，长期居于武汉。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已出版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中篇小说《风景》、《祖父在父
亲心中》、《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
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西班牙等文字在国外出版。
代表作《风景》、《琴断口》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亦多次获得国内各类
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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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一直被人们称做“江城”。
它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称呼，自然是因为它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滨的缘故。
其实将武汉称做“湖城”也是不错的。
它是“千湖之省”湖北省的首府，环绕着它的湖泊至少也有一百个左右。
这些湖泊便如明珠或玉佩披挂在武汉的身上，有风吹过时，你说不定会听到它满身叮当作响的声音。
久居的老人们能听得出，那是江之涛和湖之浪因风的撩拨而发出的回应。
　　往更老一点的年代追溯，武汉隶属楚国，故而武汉人也喜欢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天地称为“楚天楚
地”。
武汉话的“楚”字和“丑”字是同一个音，所以当武汉人堂堂正正地说“我是楚人”时，让外人听到
的往往是“我是丑人”。
但武汉人对此毫不在乎。
武汉人是崇拜楚人的。
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
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了武汉人身上拥有楚人的遗传因子，才使得他们以自己为楚人而自豪。
　　自有大都市的概念以来，武汉一直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
我算了一下，它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
前三城因曾为国都而文化意味深长，后三城因临近大海而经济相对发达。
武汉既未成国都，又不靠在海边，仅仅是濒临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地处内陆，所在的湖北省几乎不
同任何一个边境省搭界，其名声落在前六名之外也是很自然、很无奈的了。
　　与边境省份城市比，武汉离外国看来是远了一点。
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
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土”也相当不错。
武汉的通道能像放射线一样按东南西北的方向射向全国各地，画在鸡形的白纸上，就有点儿像太阳放
射光芒的样子。
而武汉就是那个太阳，不像上海，光芒只能放一半，另外的一半被它东边的茫茫大海给吞没掉了；也
不像北京，往北和往东的射线太短，使人多少生出缺憾之感。
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
毛主席不怕热，却为了团结北方人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在武汉有几好？
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
而在北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了前线。
那还得了？
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
一～这是说笑。
　　实话实说的是，居于中国中心的武汉的确在交通上有着极大的便利。
武汉人出门，没有什么强烈的遥远感。
无论去到哪里，远近距离相差并不很大。
不像上海人，一说到新疆，干粮都得备它半个月——当然是指飞机不通的时候。
武汉人在新疆已经逛了个来回，上海人说不定还在路上。
这是武汉人最能得意的一点。
因为这个，武汉也就有了“九省通衢”之称。
　　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做“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进步颇似美国的芝加哥，
但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消失。
现在武汉人还想重温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只是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
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武汉与芝加哥的同异何在，只觉得“东方芝加哥”没有叫成也不是什么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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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么一叫，你武汉再怎么强也只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哥”。
且不如有一天你武汉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不更好？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
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
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
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
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倘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高头”或是“底下”，即“往上走”或“往下走”的意思。
“高”和“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底”和“下”则是指下游方向。
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着水流的意味。
　　曾经一度，武汉三镇明显地将汉口作为商业区，将武昌作为文化区，将汉阳作为工业区，以此来
体现三镇不同的特色。
　　最热闹繁华的地带几乎全都在江北的汉口。
江汉路、六渡桥，以及遐迩闻名的汉正街全都集中于斯。
记得以前武昌人和汉阳人想要给家里买点东西都得搭车乘船地往汉口跑，直到现在，武昌和汉阳的商
业已经很是发达了，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汉口的东西又好又便宜的成见，依然喜欢到江北岸购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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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
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
种土俗土俗的感觉。
但幸亏有了长江。
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
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
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行云流水的武汉》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
。
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
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
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
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武汉这个地方》　　　　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
为此，武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一种词汇，也
可谓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
大热大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
。
正所谓来得快去得快。
　　——《武汉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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