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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汉在哪里？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纯粹地理概念，而是对武汉发展历史方位的考问。
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对武汉历史的研究。
谈及武汉历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老”。
武汉是一座有着3500年文明传承的历史文化名城，人文积淀极为深厚。
从商代盘龙城的城市建制，到三国时期夏口、却月城的军事堡垒；从明末汉口成为“天下四聚”之一
，到清末汉口被人羡称为“东方芝加哥”；从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到国民革命的“中国赤都”，再
到抗日战争的临时首都；从屈原在东湖之畔行吟，到李白、崔颢在黄鹤楼上放歌⋯⋯武汉的历史文化
可谓源远流长，色彩斑斓。
武汉悠久的历史、曾经的富裕和繁华、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等，是很多大城市所不能比拟
的。
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无疑是武汉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宝贵源泉。
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不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其具有不同的
文化底蕴和特征。
武汉就是武汉，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它的独一无二性。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武汉既是海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富有特色、颇具影响力的国际
性城市。
在今天的发展思路上，我们依据三镇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格局，突出三镇的文化功能特色，分别打
造武昌科教城、汉口商贸城、汉阳旅游城及现代制造业基地，努力把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水特色的现
代生态城市。
这个思路的形成及实施，很大程度上源于武汉_二镇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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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武汉”是一套谈武汉历史的书，举凡乡邦名流、名楼老街、百年老店、码头货栈、茶坊酒肆
、商旅会馆、山川胜迹、地方戏曲、俚语方言、掌故旧闻、社会风情等都有所记。
这套凝聚众多学者心血，图文并茂的专题性丛书与笔者两年前主编出版的以城区为叙述单元的“武汉
史话丛书”一横一纵，恰好构成一个武汉历史与文化的完整系列。
    本书为老武汉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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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武汉地名的由来汉阳——即使在汉阴，也仍然称为汉阳最先涉足武汉这块青山碧水的先祖们
，应该在汉阳。
作为地方行政中心，汉阳也早于武昌。
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中，汉阳在西汉便是江夏郡沙羡县的县治所在地了。
因此，当武昌还仅仅散乱地居住着一些以渔猎为生的少数居民时，汉阳已经有一个像样的小镇了。
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命黄祖为江夏太守，黄祖便在柳浪闻莺的月湖旁筑起了一座军事城堡——月
城。
黄祖据守在卻月城内，汉阳便成了江夏郡的郡治所在地。
汉阳地名的变迁相当复杂，从三国到南北朝，这里曾陆续被命名为石阳县、曲阳县、曲陵县、沌阳县
（治今汉阳县南），可谓一代江山一个名。
到隋代开皇十七年（597年），改沌阳县为汉津县。
汉阳，这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要地，终于被放在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之上：汉津——汉水岸边的大渡
口。
隋代是个短命的王朝，这个朝代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口碑相当恶劣。
他的皇位是靠杀父取得的，他统治时期，既大兴土木，又穷兵黩武。
因此，当瓦岗军领袖李密起兵反隋时，才能“传檄天下，数炀帝十罪”。
但隋炀帝却有一个很响亮的年号——大业。
这个靠杀父夺得江山的皇帝，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改汉津为汉阳。
《隋书·地理下》如是记载：“汉阳开皇十七年置，日汉津，大业初改焉。
”大业初年，指的是606年。
到2008年，汉阳拥有这个名字已经接近1400年了。
近1400年来，我们从史籍中不断地读到汉阳县、汉阳郡、汉阳军、汉阳府等等以汉阳为名的行政区划
地名和军事辖区地名，就是今天，汉阳既是三镇之一，汉阳区也是武汉的13个区、县之一。
范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尽管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把汉阳划到了汉水的南边。
根据中国传统的对地名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已被汉水隔到水南的汉阳应改为汉阴才对。
然而，不论它在水的北边还是在水的南边，不论它的管辖范围扩大还是缩小，似乎没有人想改它为汉
阴。
从它称为“汉阳”开始，它便永远都是“汉阳”了。
从此，武汉有了一个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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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的印章：武汉老地名》截稿了，可心中还存有些许遗憾，因为还有很多值得书写的老地名由于
篇幅的原因没有录入。
大凡地名，都会包含有文化信息，老地名更是如此。
地名不仅仅只是地方的代称，也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
一个能够长远流传的地名，总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注入较多的文化含量。
潜心研究老地名中存在的历史文化，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尤其当你从中发现一些历史的真实，而这些
真实又不太为人所知，或者这些真实已经被人遗忘的时候，便有了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比如，当我在武昌起义门外发现象鼻街原来是由相皮街谐音而来，我感到历史就是通过种种变异才成
为“历史之谜”的。
而在历史上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概括而成的一个持续时间长达数百年的人口大迁移，也是
通过地名的研究，才有了更多的发现。
最典型的要算斫口的古田地区，这里就是江西人的大本营。
我发现过去的工业区是由江西人打下地基之后，我对“江西填湖广”这个说法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寻找地名中蕴涵的历史文化，其作用还不止如此。
在很多的寻根活动中，人们正是通过地名，甚至通过已经消失的老地名，发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和家
族之根。
地名的印证与家谱的记录，有力地支撑了“寻根热”。
追寻自己的生命之源，从小的方面看，只是了解本家族的迁移史，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大规模的“
寻根热”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人口大迁移的历史。
通过“寻根热”，我们可以知道战争、灾荒等才是导致人口迁移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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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印章:武汉老地名》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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