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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文化名城武汉以它的地望丰赡称誉于世，浸润着荆风楚韵，流播着白云黄鹤。
九省通衢，因水而兴；江湖大气，得天独厚；
“三城演义”，旷日持久；首义之城，民国之门，战时首都⋯⋯作者用深情而富有诗意的笔触，追古
抚今，还原和见证了江城武汉的独特气质和魅力，渗透着对城市的人文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一本近距
离了解武汉行走武汉的城市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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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时汉，原籍湖北沔阳，1950年生于汉口，现居汉阳。
曾作为“老三届”下放农村，供职过《武钢文艺》和《长江日报》，60岁前足迹到达全国所有行政区
。
现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笔耕不辍，著有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散文集等作品多部。
作品曾入选《中国游记年选1986》、《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新时期武汉文学精品丛书》、《百
年百篇经典游记》、《中国大学生最喜爱的一百篇文章》、《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中国
最佳中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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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称此堤为张公堤，以纪念张之洞，其实还应包括工程负责人张南溪和率军筑堤的统制张彪才
是。
当然，百年一遇的水患谁也没有办法，1931年汉口成为汪洋大海，张公堤上的张公祠也冲没了。
水落堤出，张公堤不仅防汛，还是一道路堤，亦是一道军事屏障，抗战时堤上筑有碉堡群，可惜近来
全被拆除。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
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
”（《清史稿》）张之洞离开湖北两年后即去世，成为清王朝最后一位殉情者。
其身后毁誉交加，但誉多于毁。
弟子张春霆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说：“张之洞官鄂最久，公视鄂事如家事，昕夕经营，思为鄂省
公私谋永久之利。
苟有利于地方者，不恤竭全力以争之。
”近年史学界对他的好评较多。
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张之洞对湖北武汉的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
冯天瑜先生认为，他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奠定了武汉近代化的基础；章开沅先生认为，张之洞在近
代湖北政坛上是一位很有作为、最具政绩的地方大员。
他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作出的贡献，今天仍值得我们缅怀和深思。
　　2010年12月18日我在台北见到张之洞五世孙张法鹤先生，如见其先祖风度。
他给我的留言是：“人与人之间因缘而聚，无缘而散。
聚时尽其在我，散时尽其在人。
彼此若有缘，必会再相聚。
”张之洞与湖北武汉的聚散何尝不是历史的缘分。
湖北武汉民众对张之洞一直是怀有尊敬的。
他离任赴京后，其部属门生在黄鹤楼原址上建起风度楼以纪念，此楼被张之洞改为奥略楼，在老百姓
心目中仍是黄鹤楼；还在蛇山中部的原新军训练指挥所建抱冰堂，供奉张之洞像。
汉冶萍公司发愿为其造像，并在晴川阁购地，后因故未遂其石像搁置汉阳兵工厂中，抗战期间安置在
汉口特别市政府门前，后又由其子张仁蠡移到湖北街三角空地“蠡园”。
武汉三镇过去多有张公祠，汉口中山公园有张公亭，后湖一带百姓家中多供奉张之洞灵牌，土改后才
消失。
2006年建成的汉阳大禹神话园，里面有“镇江柱”故事，说的是被大禹镇压江底的水怪巫支祁头上的
石镯被渔夫打捞起来，张之洞发现后嘱咐渔夫来到龟山洞内，将石镯套回巫支祁头上，并立柱镇江以
绝后患。
这个传说把几千年前的大禹与张之洞联系在一起，表明江城水文化的延续和对治水先贤的追怀。
最近，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由万科集团延请著名建筑设计艺术家美国人丹尼尔·里布斯金德设计
新的张之洞与近代工业博物馆，将把这座城市对张之洞的纪念推向极致。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张之洞所撰的联语充满了对他治下江汉大地形势的乐观，也不乏自信。
既然孙中山可以被称作“国父”，张之洞称为武汉“城市之父”当实至名归。
在他大展宏图的武汉恢复“张之洞路”路名，就不足为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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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城往事记忆之旅》系列丛书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镌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城
市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为城市的发展指引美好的方向。
    罗时汉所著的《武汉往事》为其中之一，为读者提供了一本近距离了解武汉行走武汉的城市文化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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