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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武汉地方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

王春雷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商业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５６）

　　［摘　要］该文以荆楚文化为背景，结合武汉码头文化、行帮文化、市民 文 化 等 地 方 文 化，对 辛 亥 首 义 进 行 文

化层面的研究。荆楚文化培育了自强、开放、创新、隐忍精神；码头文化锻造了兼容并蓄的吸纳精神；行帮文化打

造了团结、协调统一精神；市民文化形成了精明强干、机智灵活的市 民 特 征。在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中，地 方 特 殊 文 化

往往比地域背景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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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对辛亥首义的研究成果众多。一般

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国际形势等方面进行

研究，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进行探索，但多以对辛

亥精神进行挖掘，或者对荆楚文化等大的文化背景

进行剖析。辛亥首义的发生既有大的文化背景，但
更脱离不开其发生地的特殊地方文化。辛亥首义

发生的文化动因，既有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也有荆

楚文化的地域背景文化，更有武汉地方码头文化、
行帮文化、市民文化的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

发生，除了受其背景文化的影响之外，地方特殊文

化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和深远。

一、荆楚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荆楚文化 作 为 南 方 文 化 的 主 要 代 表，历 史 久

远。在春秋 战 国 时 期，楚 国 地 广 势 强、国 力 雄 盛。
随着楚国疆域的拓展和民族融合，荆楚文化逐渐渗

透到以长江为轴线的中国南方地区，而作为文化重

要载体的长江沿岸城市———武汉，自然与楚国历史

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荆楚文化其特质也正体现

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多数学者从自然条件寻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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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清末民 初 学 者 刘 师 培 所 言，“楚 国 之 壤 北 有 江

汉，南有潇湘，地为泽国”［１］。“大抵北方之 地 土 厚

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

生其际多尚虚无。”［１］梁启超曾从生存环境 出 发 给

予过较详细 的 分 析，认 为 南 方“其 气 候 和，其 土 地

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
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

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
不崇先王”［２］。从“不屑实际”、“不拘经验”出发，也
就养成了南派学者“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

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的思想性格特

点，这也就是“南学之精神”。
还有学者从楚国历史或文化史寻求荆楚文化

精神特质的形成原因，将目光延伸到楚人的远祖祝

融。《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均说楚人是

祝融的后裔。《礼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在《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
中，祝融又成了人与神兼备一身的高辛氏帝喾的火

正。人神一体的始祖，使楚人窥见了人、神所属的

两个世界，并 因 此 而 形 成 了 与 北 方 迥 异 的 思 维 方

式。颛顼“绝地通天”之后，北方人失去沟通天国鬼

神的权力，而作为由最高统治者直接任命的“国家

级”巫祝，其职责本就是为了沟通天地以协调民神

关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视天国

与人世为同一的世界，彼岸世界的鬼神与此岸世界

的生民为生死相依的整体。由此决定了人们观察

世界的视野，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定势，决定了

楚文化的基本特质。
楚人对于 鬼 神 世 界 的 态 度 是 信 奉 但 不 臣 服。

楚人相信，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的力量。由

此形 成 了 自 信、依 靠 自 身 力 量 的 文 化 精 神。
《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武王时，郧、随、绞、蓼等国

相约伐楚，斗廉自请夜袭郧国，莫敖屈瑕要行卜，斗
廉说：“卜 以 决 疑，不 疑 何 卜？”于 是 夜 袭 郧 国 而 获

胜。楚人既有谄媚鬼神的痴心，也有筚路蓝缕的苦

志，发扬蹈厉的豪气，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
充分自信。尤为重要的是，楚人有着尚真崇实的求

索精神，刻意创新的睿智巧慧［３］。这 种 自 信、相 信

自己能力的精神，曾经演绎出了“楚人一炬”的历史

壮举，更塑造了“敢把皇帝落下马”的辛亥精神。
自强进取是荆楚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主要表现

为楚人“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的自强精神。周初

楚君熊绎僻处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

昭公十二年）；两周 之 际，楚 君“若 敖、蚡 冒 筚 路 蓝

缕以启山林”（《左 传》宣 公 十 二 年）。春 秋 中 叶，
称霸中原的楚庄王，经常向国人“训之以若敖、蚡冒

筚路蓝 缕 以 启 山 林。箴 之 曰：‘民 生 在 勤，勤 则 不

匮。’”（《左传》宣公十二 年）这 种“筚 路 蓝 缕”的 艰

苦创业精神成为荆楚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正是

这种“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使湖北志士发展

军队士兵采用了非常严格而又灵活 的 方 法———注

意秘密行动，从物色对象、个别谈话、填写志愿书到

组织审查批准，每一步都严肃认真。长期的艰苦细

致基础工作，为辛亥首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荆楚文化浓厚的神秘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

衍变为荆楚文化的隐秘性。关于湖北人的群体性

格，范楷曾经称赞道：“楚士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
然日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罗福惠认

为，湖北士人“性格内向、耻于自我阐扬；不善交结、
交流 和 授 受”，“民 俗 士 风 多 承 袭 传 统 的 隐 逸 性

格”［４］。正是这种隐忍精神，使得湖北革命 志 士 讲

究策略，注意隐蔽精干，秘密行动，有利于革命的组

织与发动，从而有利于推动革命的成功。正是这种

不耻于张扬、埋头苦干、从基层工作做起的“鼹鼠精

神”，才使湖北新军的“抬营主义”最终得以成功。
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荆楚地 域 是 一

个居民比较复杂的地区。东周时期，除楚族外，还

有汉阳诸姬、群蛮、濮、巴、杨越等族属。此外，历史

上还有数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江西填湖广，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由于民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的

差异，主体文化在发展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少数民

族文化和移民文化，不断地加以涵化和兼容，由此

形成了荆楚文化的兼容性。辛亥之前，在湖北军界

秘密团体之组织，若雨后春笋之茁发，主要团体有

黄汉光复会、自治团、武德自治社、振武学社等，这

些小团体少至十人，大到几十数百不等。湖北革命

组织广泛联合各种革命社团，扩大了革命阵营，增

强了革命力量，在辛亥第二天，推举了黎元洪为起

义统领。尽管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

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无法做到这些的。
荆楚文化自主创新的进取精神。荆楚 文 化 最

深层次的价值观也具有多元的特点，但以道家的影

响为深。商 末 楚 君 鬻 熊 具 有 较 系 统 的 道 家 思 想。
他在丹阳建立楚国，处荆楚一隅之地，在商朝压抑

中生存 和 发 展。后 来 虽 投 靠 周 人，但 他 们 深 深 懂

得，不依外力而“自长”，靠自己“积柔”、“积弱”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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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这显示出楚人“以己为本位”的价值取

向。西周中叶，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以新得

地分封诸子，均以“王”为名号。诸侯子弟称“王”有
悖周朝礼法，熊渠则自有其理：“我蛮夷也，不与中

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东周时，楚武王创

建中国第一县制以及令尹等一整套有别于中原的

官制。从蛮夷的实际出发，自立自强，勇于创新，敢
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建设楚国也就成了“我蛮夷

也主义”［５］的基本内涵，成为荆楚文化刚健有为、自
强进取的一种基本精神。楚人敢于创新、敢为天下

先的这种自主创新精神，在辛亥首义中再一次有了

不俗的表现。首先在起义的区域选择上，敢于打破

常规，避开广州等革命热点城市，选择中原腹地进

行革命运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常规思维的挑战。
在起义机会暴露，主要革命领导人不在起义现场的

情况下，以中层官兵为组织者，勇敢地挑起了领导

起义的重任，这又是一种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

革命豪情。这充分显示了荆楚文化中“我蛮夷也主

义”精神，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荆楚文化中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

情。荆楚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置生命于不顾，积极变革、努力创新、敢为人先，充

分发 扬 了 自 强 进 取 的 精 神。公 元 前５０６年（楚 昭

王十年），吴人破郢，申包胥自发入秦求救，倚宫墙

哭泣７天７夜，直到秦出兵为止。吴人破郢都时，
蒙谷冒着 生 命 危 险 为 国 家 保 存“鸡（离）次 之 典”。
卖羊肉为生的屠羊说主动护卫昭王出逃。在却吴

复楚过程中，人民自发起来反击吴军，“奋臂而为之

斗”，“无将率（帅）以行列之，各 致 其 死”（《淮 南 子

·泰族》）。辛亥首义，“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束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使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

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巨大转折；武汉商会、市民积极

为革命军募捐，积极参与武汉保卫战。清军火烧汉

口，武汉民 众 为 共 和 付 出 了 生 命 和 财 产 的 巨 大 代

价，是荆楚赤子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是

长期受荆楚文化浸润的必然结果。
荆楚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长期 的 自 然

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造就了楚文化的短视性。江

汉平原是楚文化的发祥中心，有相对优越的农耕条

件，但也洪灾频发。楚人长期生存于“洪进人退，洪
退人进”的怪圈中，楚人长期处于难舍沃土又不得

不屈从其“淫威”的矛盾心态。对自然灾害的不可

抗拒和不可预测，使得人们养成了逃避和侥幸的行

为准则，并逐渐渗透到楚文化中，助长了注重既得

利益的短视观。在辛亥汉口刘家庙之役中，面对暂

时的军事胜利，起义军放松了警惕，导致战斗的失

利；在湖北军政府中，革命党人无原则地退让，使旧

立宪派人处于有利地位等等，这里面有革命斗争经

验的不足等原因，但也绝对不能排除革命者受荆楚

文化“短视性”的影响。

二、码头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武汉自东汉年间就已形成市场，三国时期武汉

是“国”与“国”之间“互市”的口岸。到唐、宋时期，
武汉成为内省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转运地，并

承担转输“漕粮”、“官盐”之枢纽。近代汉口被迫成

为通商口岸，因其“内输外纳”，曾有“东方芝加哥”
称号。便利的水上交通打造出武汉地区独具特色

的“码头文化”，主要特点是文化的综合性。因为武

汉历来是国内商品集散地，近代又加进了对外贸易

的口岸 性 质。万 商 云 集 武 汉，一 方 面 带 来 各 种 商

品，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异域文化。历史上武汉人口

多为周边以及外省人“移民”，这就决定了武汉地方

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吸纳性，能容纳并不断吸收异

域文化。正 是 因 为 不 同 文 化 交 集、碰 撞、综 合、融

合，逐步形成武汉所特有的“综合型”的地方文化。
“码头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长期的码

头贸易，对货物的大进大出，这种生产方式逐步形

成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对一切开放，将一切纳入，倾
向于大进大出。正所谓“总天下之佳货，纳万商之

奇思，营全球之精品”。另外，武汉人喜欢“扎堆”，
这也与武汉的“口岸”基因有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商

人喜欢结帮经营、同行之间喜欢互抢生意、顾客喜

欢“跟风”凑热闹、市民喜欢看稀奇等武汉市民文化

有关。“码头文化”的缺点是短视性，缺乏长久性，
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武汉商业历史悠长，但缺乏

有较大影响力的商人和商号，这也与武汉的转口贸

易有关，多数商品仅是转口，缺乏长久性，逐渐形成

了人们处 理 问 题 的 暂 时 性 做 事 风 格 和 思 维 方 式。
人们将武汉仅当作一个“口岸”而非“故土”，存在一

种随着人群流动而流动、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易

变性，其文化的主体性不足，文化的自我认同不稳

定，易受其他文化影响或支配。
武汉的“码头文化”在辛亥首义中，也有具体的

反映。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商会和市民在对辛亥

首义的积极反应上。码头文化的短视性在辛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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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南北对峙 中 有 所 表 现。１９１１年１２月 中 旬 南 北

和谈开始以后，武汉工商界逐渐转向妥协。工商界

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弥补以前的损失和获得新的利

益。为此蔡辅卿、刘歆生、宋炜臣等曾面见黎元洪，
要求政府重 建 汉 口 市 区，筹 划 经 费。１９１２年１月

２５日，汉口 商 会 举 行 会 议，讨 论 重 建 汉 口 市 面 办

法，宋炜臣提出，“汉口已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

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

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为上

策”［６］。１月２７日，汉口商会又致电袁世凯操纵的

清内 阁，表 示“深 望 和 议 早 成，共 谋 善 后，以 图 振

新”，“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

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 民 生”［７］。上 层 工

商业人士最终走上妥协求和之路，显示了武汉“码

头文化”的短视性。

三、行帮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在“码头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武汉所特

有的“行帮文化”。“行帮文化”是在千千万万来汉

商人按地域、亲缘、行业分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组

织化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行帮文化以发达的

帮会 组 织 为 土 壤，它 既 具 有 行 业 性，也 带 地 域 性。
在武汉历史上“无商不成帮”。这种“行帮文化”对

武汉的发展 产 生 了 显 著 影 响：有 利 于 深 化 经 营 分

工，客观上 起 到 了 推 动 地 域 化 专 业 分 类 市 场 的 形

成；但行帮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排外性，不利

于商业组织或资源的优化整合。行帮文化的优点

是有利于团结互助，便于协调统一行动。
辛亥首义中，商会充分发挥其组织性 作 用，为

革命军捐款、募集革命经费、组织民团参与汉口保

卫战等。武昌首义之后，武汉工商界迅速转向支持

革命。武 昌 首 义 的 第 三 天（即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２
日），武昌商界百余人在武昌医馆开会，邀请起义军

政府派代表参加。继而部分武昌商人担任了军政

府政事部参议等职，当天吕逵先发起成立武昌地方

保安社，典商张良卿捐助万金为开办经费，社员约

千人。军政府为巩固革命成果，扩军亟须军费，武

昌商会垫借５万元，分配作临时膳食费。汉口商界

的革命热情更高。首义当晚，汉口商会会长蔡辅卿

召集会议讨论，与会者均表示愿服从革命。汉口各

团联合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决定了“保卫地方，协
助民军”的行动方针。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后，商会

把各地段的保安会扩大为半武装的商团，起义军拨

给枪支，由商团担任巡缉匪徒，保卫全市治安的任

务。商界亦有不少人参加军政分府工作［７］。
工商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为革命政权 筹 款。武

昌首义时部队膳食支出由武昌商会垫付５万元外；
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卫队，缺乏伙食给养，汉口商会

“慨允送十 万 元 以 济 军 需”；军 政 分 府 又 发 纸 币５０
万元以供周转，由汉口商会指令各钱庄票号代为兑

换。汉口捐款办事处募得７万元，武昌亦募得４．５
万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刘歆生、韦应南的私有

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款３００万两，得到刘、
韦两人的支持。当一名日本记者到武昌访问黎元

洪，问 及 军 需 从 何 解 决 时，黎 元 洪 信 心 十 足 地 说，
“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如此慷慨，吾等绝不忧军费

之缺矣”①。据相关统计，辛亥革命头两个月内，武

汉工商界资助革命军费用达１００多万元。汉口失

陷，战事转到汉阳之后，万昭度等人组织汉阳商团

“维持秩序”，“严禁出入，防杜汉奸”，并将汉阳县积

存谷米３　０００多担“援 救 民 军”，“押 运 粮 食 不 遗 余

力 ”②。武汉工商界对辛亥首义从人力、物力上的

大力支持，除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资 产 阶 级 革 命 性 质 之

外，也与商界的行帮文化有必然的联系。行帮强大

的组织能力，便于商界集中人力、物力统一行动，增
强了对革命军的支持力度。

四、市民文化对辛亥首义的影响

武汉独特的地域还孕育了“市民文化”。由于

武汉作为码头，商圈大、信息灵、商品多、竞争激烈，
使得讨价还价、货比三家成为武汉市民文化的又一

特色。由此形成精明能干、信息灵通、随行就市、讨
价还价、斤斤计较、小富即安的武汉市民文化。武

汉因其交通条件的便利性和商品集散地的得天独

厚优势，经商条件优越，各种思潮汇集交融，政治敏

锐性较高，对革命有一定的倾向性。
辛亥首义，武汉的市民有很高的参与 度，前 期

的民心大多倾向于革命者，这都与武汉市民文化中

的精 明、信 息 灵 通、便 于 接 受 全 国 各 地 信 息 相 关。
受武汉的舆论宣传、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影响，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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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焕发出来，表现出了很高

的革命积极性。在阳夏战役中，主动为前线士兵送

粮送弹药，还有很多人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在首

义之后长达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中，武汉民众踊

跃担任运输、救护，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民军

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作战时，武汉市民星夜赶蒸

馒头、烧开水；全市商铺，每日准备数百担馒头、酒

肉，由商民组织慰劳队送上前线。起义军急需弹药

和夫 役，各 团 乃 率 会 员、夫 役，从 汉 阳 枪 炮 厂 将 炮

弹、枪弹速运火线；并在汉口歆生路（即今江汉路）
的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了军人招待所，接待参

战官兵；又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起大锅大灶，各
团联合会送米百余石，在这里为起义部队做饭菜。
当第一批援鄂湘军来汉口助战，汉口公善保安会会

员为之 担 任 向 导。汉 口 作 战 期 间，刘 子 敬、王 明

文、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刘白贞等人，成立红十

字会，联系仁济医院、中西医院，专门救治伤兵，掩

埋牺牲者。半个多月中收治伤兵１　３００多人，药品

均由商民出钱资助。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最为英

勇，有“１８人负 枪 助 战，２０人 搬 运 炮 弹，１８人 捐 纳

财粮”①。武 汉 市 民 能 够 全 力 协 助 民 军 作 战，形 式

多样、机动灵活，充分显示了武汉市民精明强干、信
息灵通、机智灵活的市民文化底蕴。在大是大非面

前，有一定的革命觉悟，这也与武汉地区四通八达

的交通条件，各种思潮交汇，市民有一定的思想基

础有关。

五、结　语

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以前研

究者多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角度进

行研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观念对辛亥革命的

影响，也有少量从区域文化特征加以深刻论述的研

究成果。章 开 沅 提 出 了“社 会 历 史 文 化 土 壤 学”，
“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
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要素，以至

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
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

多方面的影响。”［８］研究辛亥革命的动因，文化动因

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文化动因中，区域文化研究是

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发生地的文化动因

进行研究，仅仅是对区域文化的代表———荆楚文化

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作为南方文化主要代表的

荆楚文化有很广的覆盖区域，而直接或间接参与到

辛亥首义中的人物，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除了

受荆楚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参

与的社会活动、所处的社会团体等因素有关，这些

因素共同构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荆楚文化具

有一定的覆盖度和归纳度，只靠单一的荆楚文化来

进行辛亥首义的文化动因研究显然过于单薄。本

文通过对辛亥首义之区武汉的背景文化荆楚文化

进行研究之外，还对辛亥首义参与群体的具体文化

类型进行研究。对武汉地区的码头文化、商人群体

的商会文化、市民个体的市民文化进行研究，对参

与或间接参与的众生态的不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以全画幅地展现辛亥首义时期不同参与者的文化

心理及其对辛亥首义的影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

发生过程中，历史人物是具体的人，其背景文化固

然重要，但其具体文化往往更为直接。甚至某些情

况下是具体文化直接导致某种重大历史行为的发

生。本文只是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文章粗鄙，仅

为抛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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