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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沧桑往事》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有关汉口旧事的书，共十七篇。即《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红楼前的革命》、《都市的
乐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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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沧桑往事》

书籍目录

故纸中浮出汉口（代序）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红楼前的革命
北岸的桅杆
都市的乐园
南洋兄弟大楼
汉口第一路
西风烈
巴公房子等等
大智门火车站
灿烂汉协盛
江汉关
跑马溜溜的汉口
渣甸与怡和
汇丰大楼
詹天佑故居
汉上花园
依山傍水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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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沧桑往事》

精彩短评

1、在固执的“不破不立”建设逻辑中挣扎的武汉，你在滴血，前辈在流泪，我辈麻木着被时代大潮
裹挟...
2、中国内陆城市与西方现代文明的遭遇  关于洋商入汉、华人买办、汉协盛（宁波商帮）的故事很有
意思，作者还投入了对建筑、园林的几分关注
3、后来繁华在记忆轰鸣了一座汉口
4、边看边走，，知道原来高中旁边那栋3层小宅的故事
5、汉口长大的
6、没有期待中的好。。。。感觉说得都挺浅的。。。
7、让我看到另一个不同的武汉
8、读完以后萌生一种想要把书里讲到的老房子都走一遭的冲动。
9、城记。
10、喜欢汉口的老房子
11、以汉口老建筑为标记点，讲清末民初时的故事（多是民族资本家的发家史）。书中不少老房子的
照片，不知道这些建筑现在什么样了。汉口比武昌有意思多啦。ps. 准备去看看那边的老房子，特别是
水塔和江汉关！
12、越在这个地方生活，越有感情。。。
13、又得在这个城市呆三年，大四再来了解武汉，。
14、Learn to be a Wuhanese!
15、当年一个人走武汉的指南，找到书中描述的建筑以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16、走过寻常的街道，思索并不寻常的故事。行走在这里，内心的道路会沿着往事向深处延伸。
17、很好的一本书，仿佛在读半部武汉的历史。
18、长见识

19、没去读书之前就已经到过书中提过的几个地方，后来在武汉呆了几年，各种原因去了更多的老房
子，现在想来也愈加怀念这座城市。
20、这本书的题名未免涵盖广了些，事实上叫《汉口老房的沧桑往事》或许还更贴切，比较奇怪的是
书的最后部分还出现了讲述武汉大学的篇章，不知与汉口往事有何干系。方方毕竟还是写小说见长，
写这类书籍时便自然而然地更偏向情节性与叙事性，却少见人文层次的挖掘。作者对从汉口老式建筑
的介绍为出发点（几乎也就是全部的展开点了），收集资料进行了一番考据与整合，以讲故事的口吻
叙说了一段段以汉口老房为依托的历史往事，作为一本通俗的普及读物是足够了，也让人对这些伫立
于街头的博物馆多了一番探究的趣味。
21、认识了个老武汉。
22、很受用   很了解汉口的历史~
我是在学校图书馆找到的
23、我对近代史的无知和无爱真是暴露无遗。
24、中学借别人的看，忘了书名，终于找到它了
25、没啥有意思的掌故，就是历史书，比较失望
26、该书最致命的问题是对武大筹办初期迁坟一事没有交代清楚，以致以讹传讹，五星降为三星
27、这本书在辗转回到手上的时候，已经都散架了，可还是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下去。因为上班的位
置就在以前的英租界，附近还有很多老房子都保存下来，虽然改换了门庭，可还是透露着那份儿沧桑
感，就像一位精神甚佳的风烛老人，用一副饱经世事的沧桑目光看着我们。
28、汉口老房子的故事，
29、一天读完，畅快之至！
30、五年级看的，已经不太记得了
31、我喜欢这个城市，并且在某个莫名的时刻开始对他深深着迷。但是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32、内容不错，文字稍显平淡
33、喜欢方方笔下的武汉。我这本送给彭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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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沧桑往事》

精彩书评

1、　　十七八岁的年纪,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是一种淅沥哗啦的感觉,所谓沧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
思. 　　 　　速度可以让你忘记一切,包括你自己,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除掉你手中的手动档和脚下
的刹车器,一切都是很无所谓的东西. 　　 　　我满大街拍东西其实是每天8小时上网后的一种运动. 　
　 　　那天阴天,我送他到码头,他戴着冒险围巾,在远远驶离的船尾向我挥手,一九零四,汉口,不要让我
看到离别. 　　 　　可能还有一个我在街边看18世纪建筑的照片,中心意思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保留节目,
那张图找不着了.
2、池莉和方方，应该是武汉最为著名的两位女作家了，而巧的是，她们都写过关于武汉的书籍，池
莉是《老武汉》，和这本一样是图文册，而方方除了这本还有早先的《武汉人》和《阅读武汉》。《
老武汉》和这本书是最能比较的，一样的历史，不同的笔调，两种不同的风格。大武汉，实质就是大
汉口，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战争史，二位女作家不同的风格在此尽显，池莉调侃乐观，而
方方则多了份悲怆。两本关于武汉的好书，至于哪本好，就看读者更偏爱的何种风格了
3、读历史性的书总是枯燥而无趣的.可方方的这本&lt;汉口的沧桑往事&gt;却改变了我对历史书的看法,
也改变了我对武汉历史的看法.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却很少知道武汉有哪些引人向往的传说故
事.于是,这本书便成了个不错的入口,从汉口的成因出发,一步步探询.方方的文字很活泼,很多难以解释
的东西可以被她富有个性又童趣的比喻而明了了.这本书融合了许多东西,老建筑、历史、竹枝词、传
说等等，读来饶有兴趣。方方以一个个人或建筑为突破口，引出一串串的故事。读起来真是欲罢不能
。另外，书中配以的图片也很有看头，在微黄的书页中，看着些老照片颇有番情趣。看完这本书后，
再走在武汉的街上，时不时都会突然因看到一个书中提到的建筑而兴奋无比，手舞足蹈地向朋友介绍
。其实，生活在一个城市，只有知道了它的历史，才能不枉生活于此。也只有知道了它的历史，才能
把自己的热血融入其中。总之，&lt;汉口的沧桑往事&gt;值得一看。
4、这是一本有关汉口旧事的书。汉口的老房子成为此书的入口。 汉口留有许多老房子。它们带着异
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汉口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中国人也涉及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
老房子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这些零星散落的老房子，就像汉口这个大文章中的关键词，
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能听到汉口很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看到了汉口
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懂得了汉口，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5、今年是在武汉的第四年了，而且还将在这里待三年。青春岁月里竟有七年都是在这里。听惯了别
人对武汉的抱怨，脏，乱，小市民，公交凶猛，天气极端，春如四季。然而处得久了，这里也便成了
第二个故乡。尤其是每年从家里来武汉，乘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看桥下滚滚东去的江水，心里变会
觉得欢欣，我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方方是武汉人，从小到大长在武汉的地道的武汉人，她对武汉的
感情，自然又是不同。如同张爱玲之于上海，方方也是武汉一个特殊的标签。看她笔下的武汉，叫人
心里生出对武汉的亲近来。看这本关于汉口往事的书，旧日的武汉渐渐浮出纸面。一座城的历史，往
往也是人的历史。留得下名字的，那些站在风云顶端的人，勾勒着这个城市的容貌；留不下名字的，
影在这背后的无数平凡民众们，则构成了城市的底色。看这本书，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是张之洞，
二是沈祝三。前者，世人皆知，后者，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我想说的，就是沈祝三。沈祝三是何
人也？汉协盛的老板。汉协盛又是什么公司？它是老武汉的一家营造厂。就是这家营造厂，经常施工
的有一二十个工地，在最高峰时多达40多个，在看武汉的老房子时，甚至会生出这样的感觉，武汉最
漂亮的房子差不多都是汉协盛盖的，它们几乎撑着汉口老房子的半壁江山：璇宫饭店，同丰里，德林
公寓，信义公所大楼，汉口总商会等等。被称为是最美丽的校园的武汉大学也是由汉协盛承建。沈祝
三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事业做得有多大，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商人，同时又有着理想主义的一
面。1930年他承建武汉大学时，已经因为青光眼病，双目失明，看不见工程图纸，凭人口说默算工料
，计算工价，指挥施工。但他却坚持下来。武汉大学建在山上，他在承包时漏估开山筑路费用，为支
持学校，不但不要求修改合同，而且在工程完竣后奉送水塔、水池两项工程。整个工程完成后，汉协
盛亏损达四十万元以上，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沈祝三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将他所盖建的一些房
屋和他的砖瓦厂抵押给银行，靠此借款为生。这笔债他也还了许多年，直到武汉沦陷时，方才还清。
沈不附势，不涉足政坛，亦不愿担任同业公会职务。1938年武汉沦陷，其营造厂未曾内迁，此后业务
萧条，日益亏损，竞至靠变卖存料维持。1941年，64岁的沈祝三终于在自己的萧条岁月中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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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永远地睡去了。斯人已远。每天在江汉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又有多少人知道那些老房子背后，曾
经有着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呢？换在今天，这个房地产商盆满钵满的时代，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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