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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昌首义从一场革命到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历史遗

产宝库，赋予了武汉城市文化以独特魅力。但是这一独有的文化资源长期没有被有效发掘、保护与利

用。２０１１年将迎来武昌首义１００周年，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发掘与保护好武昌首义文化，这是关系到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武汉城市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对于展现武汉城市风貌，丰富武汉城市内涵，

提升武汉城市形象，扩大武汉城市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武汉在当今世界城市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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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
之区，在中部崛起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如
何发掘、保护和利用好武昌首义这一城市文化遗
产，是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武汉城市
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２０１１年是武昌首义１００
周年，在此背景下，探讨、发掘和保护这一文化遗
产与武汉城市发展的关系，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
现实意义。

一、武昌首义文化遗产记录了武汉城
市历史最为辉煌的一页

１９１１年的１０月１０日晚，湖北省城武昌爆发
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通往湖广总督署的几条街
道枪声大作，继而炮声隆隆。翌日清晨，武昌黄鹤
楼警钟楼顶飘扬着一面深红底色的９角１８星旗。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湖广总督瑞徵弃城”，这些
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大江南北和五湖四海。早已
如同一堆干柴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
腾起熊熊烈焰。这就是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笔下
当年武昌首义的壮观场景。

辛亥革命是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为开端的。
清朝晚期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一步步加
深。为拯救民族危难，先后出现了以改良中国政
治制度为目的的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但均告失
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自１８９４
年成立兴中会以来，也多次武装反清，多次失败，
直至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成功，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敲响了清王朝
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
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
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
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清帝
被迫于１９１２年２月退位，结束了两百多年清王朝
的封建统治和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武昌首义
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
全国各省积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
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
亥革命的重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首义
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里程碑地位。

武昌首义发生在湖北，发生在武汉，绝不是偶
然的。冯天瑜先生认为［１］，武昌作为首义之区有
其必然性，这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动武汉城市近



代化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一，兴实业。这促
进了武汉这座近代城市的崛起，“奠定了武昌成为
首义之区和首义成功的物质基础”。其二，办教
育。张之洞认为，兴洋务的最大困难不在资金、技
术，而在人才。为此，他创新办学模式，创建图书
馆，开设书局报馆，使武汉文教昌明，并一时领全
国之先。“新式教育所造就的新式知识分子，奠定
了中国近代化的人力基础，也奠定了武昌首义的
人力基础”［１］。其三，练新兵。张之洞督政时期的
湖北新军，被公认为是清末最强大的两支新军之
一（另一支为中央军的北洋新军）。随着新式学堂
学生及留学生的纷纷从军，湖北新军人员构成也
发生了改变。加上张之洞对新军管制的相对宽
松，这就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楔入和播撒
先进思想及革命种子的温床，“为辛亥革命成功提
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重要基础”［１］。

武昌首义对武汉城市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
的。它使武汉从一个“九省通衢”的近代工商业城
市，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革命中心
和政治中心。武昌首义第一枪打响后，各地纷纷
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
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
建、广东等１３个省和上海等地宣布脱离清政府独
立，武昌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心地。

任何先进的社会变革从来都是建构性与破坏
性并存，但终究是建构性的。短期来看，受战火破
坏和整体突变的影响，武汉工商业遭受了巨大损
失。但是，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受到了众多革命
领袖的青睐，因而在后来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
中受到特别扶持。１９１２年２月，临时大总统孙中
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湖北军
政府也成立建筑公司筹备处，以西方城市和汉口
租界市政为参照，绘制出汉口市政建设蓝图。同
年４月９日，孙中山来汉视察，抚慰遭受战争疮痍
之民众，督促恢复工商建设。孙中山还对武汉经
济发展做了全局性、历史性指导意义的设想，指
出：“现在在汉阳已有全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
有多数新式工厂，武昌有大纱厂。此外，汉口更为
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
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
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与世界交通唯一港。
而铁路的修建，将使武汉的地位更重要，确为世界
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之计划，必
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为达此目的，
急需建设钢铁厂和水泥厂，诸大工程同时并举，水

泥市场如此巨大”［２］。此外，孙中山对武汉的市政
建设也勾画了非常具体的蓝图，包括整治龙王庙
至汉口租界的长江堤岸，改直汉水入江处，于长江
边第一拐弯处开凿过江隧道，在长江和汉水上多
处建桥及城市外围拓展等。黄兴对武汉也别有一
番情结。两位革命领袖人物当时对武汉现代化城
市建设的构想，对武汉后来的发展不无启发作用。

武汉几千年的建城史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
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都从不同方面记录了武
汉的城市风貌与城市特征，但是如果从影响力来
说，没有哪一件历史文化遗存可以和武昌首义相
媲美。在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评选中，武汉
的文化内涵是辛亥革命首义地。因此，尽管武汉
还有东湖风景区、黄鹤楼等许许多多的景观，但
是，辛亥革命首义文化遗产确实是这座城市的灵
魂，它代表了武汉城市文化最为辉煌的一页。

二、武昌首义文化遗产体现了武汉城
市文化的精华

所谓城市文化，是指城市社会成员在特定的
城市区域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为该城市社会
成员所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３］。城
市文化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城市的物质文化，

又称表层的城市文化，它是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
来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质文化组成；二是城
市的制度文化，又称中间层文化，它是通过城市规
范、制度体系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主要是为了满
足城市居民更深层次的需求；三是城市的精神文
化，又称深层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文化一般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大众传
媒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
以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城市居民大
脑之中的文化，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
等。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
文化遗产两个方面。

从物质文化遗产角度来看，它包括文物、建筑
群和遗址三个方面。南至起义门、巡司河，东至首
义公园，西至黄鹤楼公园一带，是辛亥首义文化遗
产最集中的区域。在该区域范围内，集中了首义
志士墓、起义门、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黄
兴拜将台旧址纪念碑、彭刘杨三烈士亭、总理孙中
山纪念碑和铜人像（孙中山雕像）、辛亥革命武昌
首义纪念碑、日知会旧址、武昌首义发难处工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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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楚望台军械库遗址等多处首义遗址。而实
际上，像武汉市武昌区黎元洪墓，辛亥南湖炮队遗
址，汉口宝善里１９１１年孙武研制炸弹不慎引起爆
炸处，原武昌小朝街８５号辛亥武昌起义临时指挥
部旧址，原鄂督署（今武昌造船厂）彭刘杨三烈士
遇害处等地，也属辛亥首义文化遗产开发应该关
注的地方。随着２０１１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
活动的临近，以及代表武汉城市最珍贵历史记忆
的相关设施的修建与完善，那段辉煌的历史将会
真实而完整地再现在世人面前。

从精神文化遗产角度来看，武昌首义文化遗
产所体现的精神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表现在三个“第
一”上：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创立了第
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
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

二是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武昌首义从

１９１１年初起义前的准备至１１月２８日汉阳失守，
不到一年的时间，革命发展出现了种种挫折，经受
了起义前、起义中和起义胜利后的三次严重的考
验。革命党人、起义士兵和群众表现出了惊天地，
泣鬼神，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

三是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正是由
于武昌首义的这种敢于反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
才一举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
武昌总督署，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了民主立国之
先声，为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皇权的覆灭以及南京
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这就是敢于反
皇权的民主、平等精神的体现。

四是敢于抓机遇的果断精神。当时革命形势
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国际上，
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突出，正忙于准备打第一次世
界大战，这就迫使它们对于中国的革命暂时难于
插手，更不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在国内，清政权内部危机重重，广大群众反帝反封
建的斗争，此起彼伏，弥漫全国，湖北武汉的革命
有一触即发之势。上述各方面的形势，充分说明
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湖北的革命党人
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起义机遇。

五是敢于实行联合的团结精神。辛亥首义
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知道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是不可能推翻清朝统治者的，要想推翻它，就必须
大胆寻求同盟者，只要这个同盟者能够参与反清
斗争，同自己一道夺取武昌首义的胜利，即使这些
同盟者中有些人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也毅然同他

们建立了同盟。
长期以来，武昌首义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和辛

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一样，在许多武汉市民心
目中，似乎更属于历史而不属于现在，更属于全中
国而不属于武汉，对武昌首义为什么在武汉爆发，
武昌首义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武汉城市文化
的其他方面和其他元素的关系是什么，对武汉这
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实在是思考得太少。

武汉漫长的建城史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城市文
化形态和文化类别。如果从影响力来考察，似乎
以黄鹤楼以及历代文人骚客的相关诗句所构成的
黄鹤文化，以归元寺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老汉
口为起源的码头文化是影响力最大的，并被看作
是武汉城市文化的特征。学者涂文学从神鸟文
化、最市民化的城市、码头文化三个方面分析武汉
城市个性。或许城市文化本身不应该有优劣之
分，但是这种貌似贴切的分析时常被人误读或误
解，导致学者的阐释与大众的理解严重分离，负面
的东西被放大，正面的因素被遮蔽。其根本原因
是神鸟文化、码头文化具有一体两面的特点。比
如，黄鹤本是子虚乌有的一种鸟类，它的名气主要
是来自历代文人骚客在文学作品中的附会与想
象。码头文化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也是以“俗”为主
色调的，是上不了“正席”的地区俗文化的代表。
如果从文化的唯一性和垄断性来讲，武汉的码头
文化不具有唯一性，也无法和以棒棒军为特色的
重庆码头文化相匹敌。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三种文化类型都不同程
度地在全国范围甚至世界范围得到了张扬。特别
是黄鹤文化名气居武汉各种城市文化之首，“到武
汉看黄鹤楼”与“到南京看中山陵”、“到北京看故
宫”一样，成了这个城市的象征。但是对于城市文
化发展和武汉整个城市发展来说，绝对不是什么
值得沾沾自喜的好事。

用这三个方面概括武汉城市文化的特征，笔
者认为是不贴切的，也十分有害于武汉城市的发
展。改革开放３０年，武汉发展相对缓慢，如果从
文化方面找原因，对码头文化、神鸟文化的默认与
践行都难辞其咎。作为在武汉生活了近３０年的
市民，笔者一直认为码头文化、神鸟文化不能也不
应该成为武汉城市文化个性的主要方面，也不利
于塑造武汉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在写作本文期
间，我们曾专门收集了武汉城市文化方面的材料，
第一次发现有关部门把武汉城市精神概括为“勇
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十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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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颇为快意，也颇多遗憾。遗憾的是，一定有许
许多多和笔者一样的人至今不知道武汉城市精神
到底是什么，官方的表述又是什么。北京是大气
的，西安是古朴的，苏州是精致的，大连是时尚的，
那么武汉的城市文化精华是什么？笔者认为是
“首义”！武昌首义文化因武昌首义而得名。作为
一种城市文化遗产，武昌首义文化的主要内涵是
基于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与它所昭示
的精神。它构成了武汉城市发展的灵魂，也是一
个武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有特征。

武昌首义文化作为武汉城市文化的精华，为
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本土教
材。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从内容上可以分
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
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
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这两
个方面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武昌首义文化最核
心的部分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它具有两个鲜明的
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爱国与忠君相对立。湖北的
革命党人认为，既然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
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翻清廷。因此，他们
就坚决地把爱国与忠君相对立，践行了同盟会的
党纲，“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为宗旨”。第二个特
点是爱国和革命的结合。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清
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要救国，就非革清王朝
的命不可，因此高举孙中山的革命大旗，一举夺取
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武昌首义文化所蕴含的爱国
主义精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思想家、诗人爱默生说过，城市是“靠记
忆而存在的”［４］。作家冯骥才也认为，“城市和人
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５］。
透过一系列的城市记忆，人们能触摸城市往昔和
现在甚至未来的心跳，与城市进行超越时空的精
神对话。在这种神交式的精神对话中找到重塑现
代城市精神的原点，开拓城市新的美好未来。武
昌首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载入史册，１００年前
武昌城头的战火也早已熄灭，但是武昌首义的文
化遗存被保留起来，成为展现城市风貌，反映城市
个性的重要方面。

世界城市发展史证明，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准
确和可靠的解读，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
过去，不能恰当地把握现在，也不可能成功地走向
未来。我们对首义文化遗产的发掘与认知，梳理

和强化，确立首义文化是武汉城市文化的精华与
核心要素，对于当今的武汉城市发展也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的半个多世纪，武汉
绝对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其城市地位和影响力是
相当高的。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
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
哥。”［２］历史上曾２０多年仅次于上海，“驾乎津门，

直逼沪上”。《大武汉》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创刊号
《发刊词》中那满怀深情的笔触———“中国只有两
个城市可以这么叫，另一个城市是大上海。曾经，
这三个字，带给武汉人多少自豪。可是，现在，大
上海依然是大上海，大武汉———却总有些底气不
足”。可以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是武汉城市地位下
降最快最多的３０年。个中原因很多，但是文化在
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被忽略是不争的事实。历史
上，文化兴则城市兴而文化衰城市亦衰的例子有
许多。武汉要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发扬首义精神。

三、对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发掘利用的
若干建议

关于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国家
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有如下精辟表述：其一，城市文
化保存城市记忆；其二，城市文化明确城市定位；
其三，城市文化决定城市品质；其四，城市文化展
示城市风貌；其五，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精神；其六，

城市文化支撑城市发展［６］。由于武昌首义文化记
录了武汉城市文化最辉煌的一页，体现了武汉城
市文化的精华，在城市竞争越来越演变为一种文
化的竞争的当代世界，武昌首义文化自然就成了
武汉城市发展不竭的动力。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２日至１３日，作为２０１０年上
海世博会和中国文化遗产日的重要活动之一，“城
市更新与文化发展”的主题论坛在上海举办，国家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和标志，又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对城市而言，文化
展示着城市的风貌，体现着城市的品格，凝聚着城
市的精神，决定着城市的长远竞争力。因此可以
说，文化是城市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
是没有凝聚力，没有发展活力的城市。”［７］鉴于武
昌首义文化遗产在武汉城市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
独特作用，本文具体就武昌首义文化的发掘和利
用提出如下若干建议。

第一，要抓住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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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２０１１年是武昌首义纪念１００周
年，这是全中国的一件大事。武汉是最好的纪念
场所，必将迎来难得的机遇。武汉要抓住这一契
机，发扬光大首义精神，实施武汉城市“文化复兴
工程”，实现中部崛起的夙愿。

第二，要树立“四大”理念。

１．武昌首义文化遗产是武汉最大的城市文化
资本。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综
合体，城市的核心资源不是自然资源等物化资源，
而是文化资源。在长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竞争
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文化具有资本的特
征，那些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遗存，流芳千古的人
物及精神价值，以及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
象征与文化符号等，已经具有了鲜明的资本意义，
成为城市发展的“硬实力”之所在。武昌首义文化
遗产是未来武汉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城市资本。
甚至可以说，把这一具有垄断性的文化资本经营
好了，武汉城市发展的最大资本存量就盘活了，发
展的动力问题就解决好了。

２．武昌首义文化遗产是武汉城市营销的最大
“卖点”。城市营销的概念由菲利普·科特勒的国
家营销概念衍生而来。城市营销是运用市场营销
的方法论，对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进行系
统的策划与整合，以求找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发展路线，通过树立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广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会资源，来推动城市的
良性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和高铁时代，“九省通
衢”这一武汉人引以为傲的地理优势，正在打折
扣，更多地只具有物流学上的意义。武汉的地理
优越感丧失，“九省通衢”也就不称其为具有营销
学意义上的卖点地位。城市面积大，城市人口多，
科教实力雄厚、老工业基地等也不应作为优势来
卖，搞ＧＤＰ崇拜更不是武汉的长项，深圳、苏州等
城市早就把武汉的ＧＤＰ甩在后面。武汉要在新
一轮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中部崛起，
关键是卖文化。如前所分析的那样，黄鹤文化由
于其局限性，无法担负起整座城市的文化推广重
任，首义文化才是武汉城市营销的最大卖点。当
前就是要发扬首义精神，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
会”这一前无古人的建设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３．投资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就是投资武汉城市
的文化生产力。武昌首义文化遗产不仅是武汉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武汉经济硬实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就是
保护武汉的城市文化特色，就是保护武汉城市的

文化生产力。在武昌首义文化遗产上的投资不是
往废墟里砸钱，而是一种明智的高回报的生产性
投入。

４．保护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就是最大政绩。文
化遗产保护的公益性特点决定了政府在其间的关
键性作用。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最大政绩的
理念。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应该是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政绩发展观。实践
证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同样是政绩，而且是更大
的政绩，真正的政绩，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对
于武汉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不懂得保护
其历史文化遗产的领导，是一个不称职的领导。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当好历史文化名城的薪火传
人，应该是武汉市各级党委、政府的第一责任和首
要义务。

第三，要采取“四大”措施。

１．借鉴兄弟城市经验，通过严格立法与规划
来保护武昌首义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保护方
面，巴黎、维也纳、罗马等许多国外城市积累了较
为丰富的经验，我国的杭州、苏州、无锡、西安等地
也探索出了适合自己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为此，武汉可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尽快制
定保护武昌首义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并严格执
行：划定首义文化保护区范围，不断完善各种立
法，围绕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市场管理等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于人为损
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通过法律予以制裁；要将
武昌首义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
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通过规
划把首义历史文化资源有效地保护起来，生动形
象地展示出来，以延续武昌古城风貌，营造武昌古
今浑然一体的文化氛围。

２．理顺管理体制，积极营造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氛围。我国现行的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有
诸多弊端，针对武昌首义文化在武汉城市文化中
的独特位置，考虑成立武昌首义文化管理局，由武
汉市政府直接管辖。专门负责武昌首义文化保护
区的各项工作。

３．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在全球范围开展武汉城
市文化宣传活动。城市文化既有一个历史积淀的
过程，也有一个为世人所体认的过程。如前所述，
以九头鸟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不利于武汉城市
文化发展，提出以首义文化为核心的武汉城市文
化尽管有很好的传播基础和传播条件，但是让全
国甚至全球人知晓并体认武汉这一崭新的文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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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还需要广泛的武汉城市文化、城市形象的宣传
推广工作。

４．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全体市民中持
久开展武昌首义文化精神的教育讨论活动。全体
市民是武汉城市文化的体认者、实践者和传播者。
借助武昌首义１００周年的东风，开展武汉城市文
化精神的宣传教育，对于凝聚共识，促进首义文化
精神的具体化、日常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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