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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

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

制，创建民主共和。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

界颇受关注，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

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可分为物质和非

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

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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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过去了将近 100 年之后，在

今天的湖北武汉，因政府倡导和媒体传播，人们对诸

如弘扬首义文化、发扬首义精神、保护和开发利用首

义文化资源、精心打造首义文化品牌这样的话语已非

常耳熟，但深究何谓首义文化、首义精神，首义文化资

源何所指，则或语焉不详，或言人人殊。弄清基本概念

的基础性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保护、传承和弘

扬首义文化，尤其是对于方兴未艾的首义文化资源的

开发利用，均有意义。本文试图以已有的认识为基础，

对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予以界说。

一、关于首义文化

说到首义文化，既往似乎只围绕着首义历史遗址

及纪念设施在作文章。所谓保护，只限于对历史建筑

的修缮；建设，则无非是添建点新的纪念设施；而开发

利用，也就是餐饮一条街或某个住宅小区冠以“首义”

之名。这样单一的举措与对首义文化内容的片面认识

不无关系。无可否认，首义遗址及纪念设施是首义文

化的重要部分，然而，它们并不是全部。首义文化的内

容非常丰富。具体而言，除首义遗址及纪念设施外，诸

如首义文告，首义旗帜，志士诗文，黄帝纪年与公元纪

年，以及剪辫子等，亦均为首义文化。从文化的层面，

又可分出政治、文艺、文物、制度、习俗等。概而言之，

首义文化包括了整个首义历史，亦即首义志士的全部

活动，以及首义历史或首义志士活动的遗存。在首义

文化的全部内容中，本质和核心的内容则是武昌首义

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以及首义志士为达至目标所表现

出来的共同的精神质素。综上，我们似可得出首义文

化的一般性定义，首义文化即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

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

首义文化的面貌由首义文化的本质所规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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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

专制，创建民主共和。武昌首义达至了这个目标，成

就了中国历史划时代的进步，从而也使首义文化与其

他历史文化区别开来，并使首义文化具有革命性与进

步性。

众所周知，武昌首义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进行

的。早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即强调了革命的宗旨

“不专在排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

[1]。黄兴在日本留学时，“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

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2]。根据孙中山

的提议，并由黄兴及湖北辛亥志士曹亚伯等附议，决

定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

为入盟同盟会的誓词，这个誓词同时也就成为革命者

建造共和国的纲领。武昌首义正是按照同盟会的革

命方略推进的。首义成功后建立政权的名称即按同

盟会的规定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发

布的第一份文告实际上是同盟会预拟的文告之一。

在发布的一系列文告中，鄂军都督府明确宣告“以共

和政体建设民国为宗旨”[3]，或曰“推翻专制政府，建

立民国”[4]。首义志士，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居正，

1946 年纪念首义时写过一篇杂谈，它反映了一个身

与其役者回望首义历史的文化思考，他说，“我们把古

往今来的中外历史翻阅一遍，一定可以发见历史上只

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人类得到安全，得到保障，得到平

等，得到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这个方法，就是‘天

下为公’之一大要义”，“‘天下为公’一大义，既然深深

贯注于革命同志的内心底里，无丝毫假借之迹，所以

临到首义那一天，个个奋勇争先，没有一个畏葸退避，

因之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终抵于成，这无非是一种

明确的信念驱使之然，岂有他哉! 果使‘天下为公’的

方法，撮其要衍为政治，便是‘民主’‘共和’，亦即‘全

民政治’”[5]。2004 年，在武汉市政府主持召开的“弘扬

首义文化暨首义文化园建设方案研讨会”上，与会的

全国著名近代史学者亦认为首义文化的本质是民主

共和。甚至有学者提出，“如果南京可以定位为博爱

城的话，那么武汉则可定位为共和城”[6]。此议不无创

意，似可信可采也。

首义文化不是凭空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总是

发生、发展、嬗变在一定的时空。由此，则可探究文化

的源流，并进而认识其特性。

一方面，首义文化是所在地域历史文化的延伸，

或者说传承。湖北武汉是荆楚文化之乡，这里的先民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它鲜明的地域特色区别于其他

文化并以之丰富中华文化。荆楚文化的特质，可以用

五句古语来概括，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

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楚虽三户，亡

秦必楚”，“惟楚有才，深固难徙”，对应现代语词，似可

依次用创业、开放、求新、尚武、爱国来表述。如果说，

楚国先民是以其禀赋和特质于蛮荒中开疆拓土，从而

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那

么，辛亥年间的首义志士也是以这些基因熔铸了他们

的人格，从而创造了划时代的壮举。譬如说爱国爱乡

之情，没有比 20 世纪初年游学海外湖北学子更浓烈

的了，他们招“楚魂”，发“汉声”，自问自责“吾侪而无

进步，则内地岂待问耶？吾侪有进步，而坐视内地之无

进步，岂非放弃责任之甚也”[7]？并大声疾呼，“二十世

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

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

中泡耳”，“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炉，苟非具

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

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

二十世纪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

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8]!

这不啻是爱国爱乡之情，还是责任与使命。再如尚武

传统。武昌首义在形式上是新军起义，而实际上则是

秀才造反。那些游学海外归来，或在武昌新式学堂毕

业的两湖青年学子，在接受了新的思想和知识之后，

面对满清末年的困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基因

迅速在他们的身体里复活，“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

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

纷纷脱下长衫，投笔从戎。吴禄贞是一个典型。他游

学日本归来，即投入军中，以武昌花园山聚会联络同

志，并确定“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9]。李廉方

曾追述这段革命之缘起，他说，大家“详加研究，皆主

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于是，胡瑛、张难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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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工程营为兵，运动同伍，密散革命书册。是时秀士

入营者颇多，如朱元成、范腾霄、曹进等皆是，刘静庵

则已在马队营入伍矣”[10]。正是这些投入营中的青年

学子“耻声华，厌标榜”，埋头苦干，实行“抬营主义”，

使湖北新军革命化，方“一鸣惊人”，首义成功。

另一方面，首义文化也是所处时代西方文化外铄

的产物。以武昌首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

中国有史以来革命的面貌。此前几千年，所谓革命，

不外乎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义，进行改朝换代。

太平天国洪秀全披一袭舶来的宗教外衣，也只是企图

建立洪姓一家的天下。而辛亥革命则不同，孙中山举

起的是西方民主革命的旗帜，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

个西方式的共和国。由此，首义文化也就具有了全新

的面貌。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首义志士熊秉坤，在

谈到武昌首义原因时曾说，“吾国革命之远因甚多，可

总结欧力东渐一语”[11]。东渐“欧力”他未解释，想来除

坚船利炮外，当包括了西方思想文化。

武昌首义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大有关系的。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兴革，也不外借助“欧力”，

当然按他的“中体西用”，他把“欧力”只限在“用”的层

面。而他始料未及，他在客观上却促成了荆楚文化的

近代转型，并为武昌首义奠下了根基。所以到了 1945

年双十节，首义志士张难先，还撰文盛赞张之洞，尽管

名为笑谈。他说，张督鄂十七年，“一方面发扬固有之

声教，一方面追逐欧美之文明，合冶中西学说，其势突

飞猛进。两湖人士在张氏领导之下，新旧知识皆极充

足。尤其铁政、枪炮、钢药、钱币等局厂，张氏以全力

赴之。物质进步，全国无两。所以辛亥楚人一呼，尽借

张氏之缔造，以成不世之伟业”[12]。

湖北留日学生张继煦，在《湖北学生界》创刊号的

《叙论》中，把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荆楚文化的转型说得

更明白。他深得列强竞争与文明发展关系的要义，指

出自汉口开埠以来，“吾楚”已成为西方列强“势力上

竞争之中心点”、“经济上竞争之中心点”、“扬子江航

路竞争之中心点”、“铁路竞争之中心点”，进而认为

“吾楚”为“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

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

地”。在《叙论》的结尾，张继煦甚至预言《湖北学生界》

这一刊物“庸知”其“不为启山林之筚路蓝缕也”，“二

十世纪之中或因此而增一纪念物焉”[13]。张之所言不

妄不虚，武汉在 20 世纪初年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

商业中心，随之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张继煦

辈首义志士，亲身创造了首义历史与首义文化，《湖北

学生界》正如他所言自“二十世纪之中”以来即陈列在

博物馆里供后人纪念和瞻仰。

总之，首义文化是荆楚文化与西方文化合流的产

物。如果说，首义文化在纵向上是荆楚文化的延伸与

传承，那么在横向上则是西方文化的外铄与熔铸。天

运辛亥，江汉之会，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点上，首义枪声

震惊世界，首义文化光耀人寰。赓续了荆楚文化，首义

文化有历史性和地域性，融汇了西方文化，它又兼具

世界性和现代性。文化是一条条河流，润泽了自己的

流域，走向是百川归海。武昌首义开辟了“吾楚”走向

世界的入口，首义文化是“吾楚”走向世界的名片。

二、关于首义精神

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内容之一，并且是它的核

心的部分，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本

文专题界说首义精神，也因为首义精神是说到首义历

史和文化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

和首义文化基本概念研究较少的状况不同，首义

精神在学术界还是颇受关注的，既不乏著名历史学

者、文化学者概括性的表述，也不乏中青年学者较为

深入地论述。这里介绍五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最有影响的首义精神论是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

下先说。他对这个论题并无专文展开论述，但他在有

关文章中，特别是在各种相关场合的演讲中，总是大

谈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并强调这种精神的现代价

值。

二是冯天瑜的观点。在 2001 年武汉市纪念辛亥

首义 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在谈到首义精神的内涵

时，他概括了三句话，即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铁血精

神，不拘教条、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团结进步、振邦

兴乡的爱国精神[14]。

三是陈望衡的概括，他说了八个字，即“敢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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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砥柱中流”[15]。他这个概括是对首义精神的间接表

述，他是在阐述武汉历史文化精神时作这个概括的，

而他认为，首义精神与武汉历史文化精神一致。

四是罗福惠的论述。他对首义精神有两方面的

论述，关于首义精神的概括，他从历史上湖北武汉经

济、文化的位次，概括了两个字：赶超，内涵是不甘人

后，后来居上[16]。关于辛亥首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

的发掘、继承和提升，他则归纳了四点：首先表现为爱

国爱乡的炽热情感；其次是为追求理想而不懈探索并

勇于接纳新知的襟怀；再次是反抗强暴、卓厉敢死的

斗争勇气；最后是“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17]。

五是黄春华、王强的“五种精神”论。他们把首义

精神表述为“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不竞声华的实干

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团体精神和

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18]。

此外，笔者见到过上世纪 40 年代首义志士的首

义精神论，这里介绍二种。一是张难先谈的首义精神，

他概括为四点，即勇敢、廉洁、公正、恬淡[19]。二是徐源

泉的，他认为“可就动静两方分析：动的革命精神，为

壮烈之牺牲，⋯⋯静的革命精神，则为守纪律尚廉洁

之美德”[20]。

总的看，上述首义精神论认识也还基本趋同，内

涵应该说都揭示了，概括表述也较精练准确。如果从

学术的角度看，不同角度的视点与论述，不同的表述

与概括，百花齐放，这是学术繁荣和健康的标志。而

首义精神论的研究似乎有所不同，这里涉及一个社会

应用的问题。如用于社会的宣传和对于青少年的教

育，即必须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这就使得首义精

神论的研究必须寻找共识并追求认同。

就已有的首义精神论的论点来谈论点，是不便于

形成共识并得到认同的。而立论的基本考虑，则为我

们研究、概括并认同首义精神论提供了基点和参数。

笔者以为有四点是必须注意并考量的。一是必须源

于历史，即首义精神必须源于首义的历史，亦即由首

义志士的活动（包括思想与言论）而提炼；二是必须合

于源流，即与荆楚历史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三是必

须独具特色，即必须区别于其他不同文化源流的精

神；四是这种精神必须回应现实的诉求，或者说具有

现代价值。

基于以上四点，本文认为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

先的首义精神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认同的。下面就上

述四个方面来谈敢为天下先说。

首先，敢为天下先说源于首义历史。按敢为天下

先的语词，本意是敢于居于天下人之前，换言之即敢

于走在人前，为别人之不敢为。就精神层面而言，则表

明的是自信心、责任心和勇气。查文献记载，敢为天下

先这个语词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老子是反其意而

用之，曰“不敢为天下先”，与“慈”、“俭”并用，作为保

全其“道”的三件法宝。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即不敢

居于天下人的前面，亦即不求争先但求退让，这是老

子一贯的避世的、消极退让的文化或者说哲学。然而，

在中国先秦以降的思想文化史上，入世的、积极进取

的、敢为天下先的观念，始终居于主导和主流的地位，

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辛亥首义志士也是

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衣钵，而勇于负

起了国家民族的责任。前述游学日本创办《湖北学生

界》的湖北学子，他们在抉择“待学之成而以济中国之

急”和“不能待学之成而急为输入之计时”，他们记起

了庄生的寓言故事：臧与获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

事，则挟筴读书，问获奚事，则博塞以游。操业不同，而

失羊则均。因而反躬自问，“今之闭户自精而漠然于国

事之缓急者，几何而不为庄生之所讥也”[21]？从而，他

们走上前台，站到时代的前列，创办了第一个以省区

命名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

唤起国民之精神”。正是以同样的精神，首义志士以武

昌城头一声枪响和一夜血战，应验了黄兴的诗句“能

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22]，赢得了孙中山给

予的“首义之区”和“第一枪”之美誉和褒扬，并且随即

又创出多个“第一”：创建了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

个民主共和政权；第一次以选举而不是世袭或分封产

生政权的首脑；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

共和政治为原则的民主宪法，即《鄂州约法》，等等。所

有这些，说明敢为天下先说源于首义历史之不虚也。

其次，敢为天下先说合于源流。这个源流，即是荆

楚历史文化的精神。上节讨论首义文化的源流时，我

们说首义文化是荆楚文化与西方文化合流的产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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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如果说西方文化给首义文化打上了民主共和

本质的烙印的话，那么则可说是荆楚文化给首义文化

遗传以精神基因。这种人文基因，源于自然地理环境

和历史的积淀，不会轻易改变。古楚人的“筚路蓝缕”、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今鄂人

的“中部崛起”、“抢前争先”，以及汉上横渡长江运动

最响亮并已喊向世界的口号“抢渡”，无不与敢为天下

先的首义精神合韵合拍。再如古楚人“楚虽三户，亡

秦必楚”之语，力透纸背的是自信心、责任心与勇气，

对照首义志士熊秉坤指挥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前

一刻与队官罗子清的对话，时隔两千年，居然一样的

口吻。“(罗)曰：‘能得成功乎。’坤曰：‘天下形势，要算

湖北，自海通以来，经济、文化、交通、人材均集中武

汉，湖北一起义，天下风从，乌得不成功乎’”[23]。文化、

精神的历史律动和一脉相承，令人惊叹!

第三，敢为天下先说独具特色。精神有源流和传

承，有交融和汇流，但其可称之为精神者，一定有其人

文的特质，而独具一特色，并与另一可称之为精神者

区别开来。我们说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抗

洪精神，肯定是有区别的，可能有的强调艰苦奋斗，有

的突出创业，有的讲时间和效率，有的是团结协作。

这就是人文特质，也就是特色。由此，也看出一种精

神的特色是简约的，而不是庞杂的。敢为天下先的首

义精神论既独具特色，也有简约的特性。要说明的是，

特色和简约并不是指精神内涵的单一。如首义精神

和重庆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应是这两种精神均

具有的内涵，然而，这些却不成其为各自的特色，使二

者区别开来的，前者是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责任心

和勇气，后者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或曰勇于牺牲，在烈火中永生。

第四，敢为天下先说回应了现实的诉求，或者说

具有现代价值。历史是必须为现实服务的。只有在今

人心中能激起回应的历史，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历

史。我们今天所呼唤的首义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历史

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在今人心中的回响。

故此，首义精神必须有现代意义，其概括和表述既是

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惟有如此，才能激励今人，让历

史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强调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国家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今天，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

责任心和勇气，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和今天

的时代精神合拍的。楚文化史学者张正明在谈到荆楚

文化的现代价值时指出：“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

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

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24]首

义文化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精神一脉相承，

其精神的现代价值亦可等量齐观。

三、关于首义文化资源

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

首义文化。换言之，首义文化资源与首义文化具有相

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个着眼首义文化价值的现代

概念。

提出文化资源的概念是人们认识的进步，并且具

有重要意义。资源的概念原来是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

领域的，并且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

源。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第三

产业的发展，资源的概念才引入人文领域，人们这才

发现，历史、文化、艺术这些人文的东西，也是可以作

为资源看待而用作精神产品生产的，并且，还可以用

以解决经济发展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系列

难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西部开发中的文化

资源问题时即指出，“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

文资源的认识”，“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

们的惟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

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

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

文精神，是需要在原有的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

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因此，对“西部许多宝贵

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主张作为“重要的资源”来看待，

“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可以保护的，

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25]。提出首义文化资源的

概念，其意义与提西部文化资源概念相同。

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其有别于自然资

源之处首先是来源。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首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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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则是人为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其次是形态和

自然资源也有不同。自然资源通俗地说即是物质资

源，也就是物质形态；而首义文化资源作为人文资源，

其形态则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或有形和无形形

态，显性和隐性形态）。如首义文化资源中的历史遗

址和文物，为物质形态；而首义历史、首义精神，为非

物质形态。形态分析是认识特性的前提，也是保护和

开发利用的基础。下面按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分类认

识首义文化资源。

前述首义文化本文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

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

由此，首义文化资源的主要存在形态则是非物质的。

这种首义文化资源包括了整个首义历史，亦即首义志

士的全部活动，并且主要是武昌首义民主共和的政治

诉求与建构，以及首义志士为达至目标所表现出来的

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这是首义文化资源的主体

部分和核心。

首义文化资源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即物质形态，这

主要是指首义历史或首义志士活动的遗存。这其中

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首义历史的遗址遗迹，即首义志

士活动或事件发生的地点或场所，如新军工程八营旧

址、楚望台军械库遗址、起义门等；二是首义历史文

物，即首义志士活动的遗物，如首义十八星军旗、首义

文告、汉阳造步枪等；三是首义纪念设施，即为纪念武

昌首义而修建或设置的设施，如首义公园、孙中山铜

像、辛亥革命博物馆、首义广场等。这种首义文化资

源尽管并非主体部分，但却是显而易见的部分。

和其他人文资源一样，首义文化资源的两大部分

因存在形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

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首先具有直观性。一

个遗址遗迹，一件文物，一个纪念设施，都具有物化的

形态，都可以显而易见。其次是不可替代性。即此遗

址遗迹、此文物、此纪念设施，都是唯一的。第三是不

可再生性。一个遗址上的建筑毁了重建，此遗址已非

彼遗址；一件文物毁了仿制或复制，则已非文物；一个

纪念设施拆了重建，亦非再生。认识了物质形态首义

文化资源的直观性和不可替代性，则在爱国主义教

育、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纪念仪式的举办以及旅游

接待等活动中，当应注意发挥这种资源的特殊作用。

曾有许多原籍大陆来自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在瞻仰武

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时热泪盈眶，孙中山之孙孙治强参

访红楼后当即挥毫题词“民国之门”，即是这种资源直

观性、不可替代性的冲击力、感染力所致。认识了这种

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则当尽力采取保护措施，使其长

久存在以供永续利用。

和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不同，非物质形态的

首义文化资源具有较多特性，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过

非物质形态文化资源的特征，其归纳为无形性、传承

性、稳定性、共享性、持久性、效能的最大性、递增性等

[26]。具体到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本文认为主

要特性有三：

一是无形性。武昌首义是过去了的历史，历史不

能重现。武昌首义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以及

首义志士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则是观念、精神形

态的存在。历史可以重温，观念、精神可以认知、领悟，

也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述，但它们终归是隐性的，是看

不见、摸不着的。然而，这种无形的资源，却有潜在的、

巨大的功效，尽管其作用方式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

二是传承性。本文前两节谈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

都说到了它们的源流，由此，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

资源也就具有了传承性。这里的传承性又有三方面的

意义。首先，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是一个相对

稳定的客观存在。历史就是历史，武昌首义民主共和

的本质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虽说是学人的认识和概

括，但只要这种认识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也就可能

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里成为共识。其次，非物质形态

的首义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历史的积累与继承。历史不

能割断，否则一种文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

三，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也有延续的问题，或

者说发展、创新的问题。对首义历史、首义文化、首义

精神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的认识

总是愈来愈接近真实、本质和核心。文化是在使用中

延续的。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不同，文化资源的使用不

会造成资源的消耗，而是再生再造，甚至产生新的文

化特质。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发展与创新，其取向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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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共享性。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较之

自然资源以及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

共享性。自然资源除了苏东坡说的“江上之清风，与

山间之明月”以及阳光、空气这类资源外，其他是“物

各有主”，即均有明确的产权归属。物质形态的首义

文化资源也有产权归属，如一件文物，即可能是某人

所有，秘不示人的。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

不同，只要你认识它，只要你愿意，你就可独占独享，

也就是人人可享。尤其是当今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知识、文化的共享已具备了无限大的可能性。可以预

期，借助新科技的媒介，首义文化将为愈来愈多的人

们所认识，首义文化不仅属于湖北武汉，而且也会成

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珍视的遗产或财富。

* 本文为 2006 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

托项目《辛亥首义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研

究》子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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