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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内容概要

《武汉人》是著名作家方方所写的与武汉有关的随笔集，共收入37篇文章，大致可分为历史篇、环境
篇、风土人情篇和少年记忆篇。内容涉及对武汉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城市规划、城市性格等有深
刻影响的人物、事件等，武汉的地理环境，武汉的大学，武汉的天气、别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武汉人
的方 言、吃喝玩乐，以及生活在武汉五十多年的作者方方与武汉的故事等。
类似于叶兆言之于南京，方方是武汉作家中写武汉这个城市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从小生活在武汉，对
武汉的历史人文有着独特的观察和体悟。本书文笔从容，叙述简洁，且收放自如，增添了不少阅读的
乐趣。
——————————————————————我是分割线
——————————————————————我是分割线
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
，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但幸亏有了长江。是长
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
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行云流水的武汉》
封底文字：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
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
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武汉这个地方》
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为此，武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
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一种词汇，也可谓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大热大
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正所
谓来得快去得快。
——《武汉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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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作者简介

方方，1955年生于南京，长期居于武汉。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已
出版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中篇小说《风景》、《祖父在父亲
心中》、《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多
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西班牙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代表作《风景》、《琴断口》曾
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亦多次获得国内各类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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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书籍目录

武汉这个地方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楼与传说
红楼前的革命
江北的桅杆
西风烈
汉口第一路
汉上花园
跑马溜溜的汉口
都市的乐园
滨湖的大学
在武汉过夏天
玩水
当街夜风景
戏与戏迷
水的故事
书香武汉
六渡桥的铜人像
关于桥
高头和底下
城里的山水
没有耐性
在汉口和武昌跳来跳去
武汉人说话
方言武汉
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人过早
武汉人的菜桌
热干面的传说及其他
去汉口吃粉
德国太婆玛尔塔和法力
无边的网
汉口人是不是从骨子里
追求物质的东西
少年往事
汉口消失的游戏
行云流水的武汉
我的小说与我生活的城
市(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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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章节摘录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一直被人们称做“江城”。它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称呼，自然是因
为它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滨的缘故。其实将武汉称做“湖城”也是不错的。它是“千湖之省
”湖北省的首府，环绕着它的湖泊至少也有一百个左右。这些湖泊便如明珠或玉佩披挂在武汉的身上
，有风吹过时，你说不定会听到它满身叮当作响的声音。久居的老人们能听得出，那是江之涛和湖之
浪因风的撩拨而发出的回应。　　往更老一点的年代追溯，武汉隶属楚国，故而武汉人也喜欢把自己
居住的这片天地称为“楚天楚地”。武汉话的“楚”字和“丑”字是同一个音，所以当武汉人堂堂正
正地说“我是楚人”时，让外人听到的往往是“我是丑人”。但武汉人对此毫不在乎。武汉人是崇拜
楚人的。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了武
汉人身上拥有楚人的遗传因子，才使得他们以自己为楚人而自豪。　　自有大都市的概念以来，武汉
一直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它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
天津、广州六城。前三城因曾为国都而文化意味深长，后三城因临近大海而经济相对发达。武汉既未
成国都，又不靠在海边，仅仅是濒临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地处内陆，所在的湖北省几乎不同任何一
个边境省搭界，其名声落在前六名之外也是很自然、很无奈的了。　　与边境省份城市比，武汉离外
国看来是远了一点。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
。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土”也相当不错。武汉的通道能像放射线一样按东南
西北的方向射向全国各地，画在鸡形的白纸上，就有点儿像太阳放射光芒的样子。而武汉就是那个太
阳，不像上海，光芒只能放一半，另外的一半被它东边的茫茫大海给吞没掉了；也不像北京，往北和
往东的射线太短，使人多少生出缺憾之感。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
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毛主席不怕热，却为了团结北方人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
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
在武汉有几好？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而在北
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了前线。那还得了？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
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一～这是说笑。　　实话实说的是，居于中国中心的武汉的确在交
通上有着极大的便利。武汉人出门，没有什么强烈的遥远感。无论去到哪里，远近距离相差并不很大
。不像上海人，一说到新疆，干粮都得备它半个月——当然是指飞机不通的时候。武汉人在新疆已经
逛了个来回，上海人说不定还在路上。这是武汉人最能得意的一点。因为这个，武汉也就有了“九省
通衢”之称。　　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做“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进步颇似美
国的芝加哥，但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消失。现在武汉人还想重温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只是叫了几
次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武汉与芝加哥的同异何在，只觉得“东方
芝加哥”没有叫成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么一叫，你武汉再怎么强也只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哥
”。且不如有一天你武汉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不更好？　　如果说武汉是一
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
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
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倘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高头”
或是“底下”，即“往上走”或“往下走”的意思。“高”和“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底”
和“下”则是指下游方向。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
不透着水流的意味。　　曾经一度，武汉三镇明显地将汉口作为商业区，将武昌作为文化区，将汉阳
作为工业区，以此来体现三镇不同的特色。　　最热闹繁华的地带几乎全都在江北的汉口。江汉路、
六渡桥，以及遐迩闻名的汉正街全都集中于斯。记得以前武昌人和汉阳人想要给家里买点东西都得搭
车乘船地往汉口跑，直到现在，武昌和汉阳的商业已经很是发达了，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汉口的东西
又好又便宜的成见，依然喜欢到江北岸购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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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
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但幸亏有了长江。
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
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行
云流水的武汉》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
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
、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武汉这个地方》　　　　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为此，武
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一种词汇，也可谓既有
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大热大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
，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正所谓来得快去得快。　　——《武汉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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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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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

精彩书评

1、小学的时候在舅舅的书架上翻到过一本池莉的《老武汉》，当时除开课本以外可以读得懂的书不
多，这算是一本。小学爱好不多，常常把这本书当作读物朗读，用录音机磁带录下来，大段大段的描
述现在都还能复述得下来。池莉说在讲老武汉以前，首先要问一句：“老武汉，你从哪里来？”到了
大学身边汇聚南北东西的同学，大家互报家门之后总会问一句“你是哪里的？”“我是武汉的。”接
下来外地同学会继续问上一句“你是武汉哪里的？”几乎所有的武汉班子都会一愣，心说武汉就是武
汉，什么时候有过武汉还分哪里的说法，也许口上不说，心里早已鄙视万遍“哪里来的外码，武汉就
武汉，还武汉哪滴的。”忽然想提武汉人最自我的一面，听说北京人喜欢把除自己以外的都叫做“老
百姓”，广东人把外乡人叫做“打工仔”，武汉人的自我情绪也是极盛的，除了武汉以外都爱叫他们
“乡里人”。各位看官莫急莫躁，这个“乡里人”毫无恶意，只是这份武汉人的傲就喜欢这样。自古
楚人不服周，武汉的“丑”（“楚”字汉音）人也是不服“佐”（“周”字化音）的。在一档武汉栏
目《都市茶座》主题曲中有句话就是典型武汉人的写照“人好脾气犟，天热火气大”。前些时有人在
微博喷武汉话，立马武汉人撸袖子抄脱鞋群起而攻之，翻出易中天谈武汉话的视频剪辑，更多的直接
去那人微博留言各种汉骂。最体现火大的地方莫过于武汉的公交司机，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微博，说室
友是外地人，每次都被武汉的司机吼、嫂子吼、拐子吼，觉得在武汉话面前任何普通话的反驳都无力
。武汉室友就交外地室友一句武汉话，又气势又百搭，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三个字——“紧老子”
。读过方方的《武汉人》有惊喜也有遗憾，历史由来、名人故事不是我想读武汉人的重点，科班写武
汉略显小气，不酣畅。如果时间往前追溯一两个月，我还是不知道读完一篇关于故乡的文章之后应该
有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自豪、骄傲那些感觉都太虚。幸运的是，就在两个月前在一篇杂志上正好看到
过，一读到“九派江声吞北渚，两条山势锁南荒”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再往后看鼻梁都是酸
的，这才是应有的感受。老武汉，你听说过，而我，见到过。我听过老人指路。那时候外婆住在陈怀
民路，爸妈住在江汉路。妈妈说放学回家，我会带着童音问是回哪个家。他们说是“回底下”。长此
以往，虽然我仍旧路痴，但是方向感却极强。这个高低是根据长江走势来的，江水自大桥流向二桥，
所以靠二桥这边叫做“底下”，靠大桥那边就叫做“高头”了。慢慢的，老人不在了，周围说这个词
的人也少了。外地人越来越多，问路人不明白，指路人也用得越来越少，于是武汉再也没有“高头”
和“底下”了。我听过歆生路。方方在《武汉人》里提到刘歆生，现在问武汉人几乎无人知道，但是
要放在几十年前的老汉口那是如雷贯耳。书看到这里，我真是猛一拍大腿，“老子晓得！”这个知道
得很偶然，当时是江汉路步行街开街，邮局也发行了一批首日封，我屁颠屁颠去领了一堆，首日封背
面写了江汉路的由来，正好说到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地盘。我踩过夏天的沥青路。到处都能见到沥青路
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武汉夏天的沥青路。铺好的沥青路在武汉的太阳下几乎都要化掉，塑料凉鞋踩
下去几乎都能融为一体，一脚一个坑，味道刺鼻。那时候和玩伴就喜欢在中午十二点站在太阳下，让
沥青粘着鞋底，看谁跑得快。傻游戏，旧年代，却最幸福。我玩过愤怒的长江水。之所以说是愤怒，
大多因为去玩水的时候正好都赶上抗洪抢险。98年长江的水位一度淹到粤汉码头防洪纪念碑的最高一
级台阶，全家扛着脚盆热烈奔赴现场指挥渡江。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横渡长江这种事轮不到我，老
爸把家里最大号的脚盆扛出来，把我放在脚盆里坐稳，他凫水推着脚盆，我就划船式在江里走了一遭
。后来慢慢长大，也试着抱着轮胎被绳子拉着在龙王庙一带暂且叫做横渡过长江。在龙王庙一带下水
，水里还有许多蝌蚪大小的小鱼围着你咬，什么神秘高级鱼疗也不过如此吧。每年夏天全家人即便是
在江里泡泡脚也一定要去，老人们常说泡了江水，夏天不长痱子虫不咬。我睡过露天的竹床，吃过爆
炒的螺蛳，围观过武汉嫂子扯皮，踩过日租界的门槛，睡过英租界的绷子床，见证过小桃园、四季美
、老通城从繁华到拆迁，目睹了盛极一时的扬子街一夜成砖，体验过最底层的保成路夜市，玩味过最
原始的吉庆街。方方在代跋里说她的遗憾是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没有在武汉的市井中里份
生活过，而这些我代替她都感受过。我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之所以好，是因为她一去不返。现在
的民众不“乐园”，乡音不地道，汉骂不够味，只剩夏天流汗最淋漓。接上池莉的问句：“老武汉，
你到哪里去了？”
2、（1）一直很想去武汉这个地方看看，这本书作为去武汉前，对武汉的简单了解有一定的帮助。（2
）鉴于作者一直在武汉长大，对武汉的整体的描述，按照历史的顺序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理解上通
俗易懂。对于一些、现代人可能都不注意到历史建筑介绍的不错。（3）但是，内容的深刻度和文笔
，个人认为：还是不到大家写作风范的深刻程度，有点松散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值得珍藏性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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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武汉这个地方有多了解我不敢说，大学期间在武汉邻近的城市去武汉的次数也不多，电影画
面里的武汉既是陌生又是熟悉。仅仅感觉这座城，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还在做心脏搭桥手术，整个
城市既是现代也破败，修建着地铁和高楼的路，大概使得所有中国的城市都相差无几，武汉还是有它
自己我味道，我以为。也许是因为毕业的缘故，才产生对武汉的情素。《浮沉迷事》《万箭穿心》都
是这座城的故事。方方也是《万》的原小说作者。离开之后开始怀念，这该是这座城在我身上的印记
吧，或许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但在湖北的这段经历我以为是好的。尽管当初的我如何迫不及待
的想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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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武汉人》的笔记-第18页

        武汉发达的市民文化最突出的风格是一个“俗”字。武汉的文化缺少西安的厚重，缺少南京的雅
致，也缺少北京的机警和智慧。

2、《武汉人》的笔记-第228页

        歌词大约是这样的：我爱武汉的热干面，二两糖票一毛钱；四季美的汤包鲜又美，老通城豆皮美
又鲜；王家的烧饼又大又圆，一口就咬掉一大边。啊——河南人爱虱子，湖南人爱辣椒，要问武汉人
爱什么，我爱——武汉的热干面——”武汉人大约真是被历次逃荒的河南人吓怕了，赞美热干面也不
忘揶揄一番。

3、《武汉人》的笔记-第46页

        水塔依然像它以前那样傲然的站在那里。他的傲然不在以它的高度，而是以他所经历的岁月。它
的面容也一年年苍老，而汉口却在它的眼皮底下日新月异。

4、《武汉人》的笔记-第76页

        历史从来都只会用文字把这些表面上的繁华都描绘得如花似锦，却将那些血泪轻易的筛漏剔除的
的几无人知。

5、《武汉人》的笔记-第48页

        人类要通过宗教给自己在尘世中业已奔波疲惫的心灵寻找一块憩息之地。

6、《武汉人》的笔记-第48页

        几千年中，中国的宗教场地放眼望去皆庙宇。木鱼声声，青烟袅袅，佛音道曲，晨钟暮鼓。中国
人对之习以为常，只当是自己生活周边的一个现象，多数人都处于信与不信之间。

7、《武汉人》的笔记-第30页

                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事实上也是，武昌起义后由黎元洪出人湖北军政府都督显然是革命党人的一件最无可奈何的事，
因为革命党所有的重要任务斯时斯刻都不在汉。而局势又必须有人出面来稳定，在这个关口上，黎元
洪便被死拉活拽地人推到中国历史这个最重要的关口上，现在看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可在当时
，黎元洪自己却是万般不情愿。

        10月10日，黎元洪闻知兵变讯息，起先还想效忠朝廷，前去镇压，后来发现情况不对，便也只有
一逃了之。黎元洪藏到了他的手下刘文吉家中。⋯⋯

8、《武汉人》的笔记-第18页

            武汉一直是作为以商业为中心的都市而享有名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它从来没有成为过政
治中心——除民国早期和抗战时期极短时间的以外。为此，武汉发达的市民文化最突出的的风格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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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俗”字。
    武汉的文化缺少西安的厚重，缺少南京的雅致，也缺少北京的机警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
与上海、广州这样的商业都市都有些相似，但上海、广州属于海岸城市，那里的文化比较早地受到了
外来影响，如果说同样都“俗”的话，上海、广州是一种“洋俗”，而武汉则是一种“土俗”。“洋
俗”虽也俗，但因为有一股“洋”味，有一种物质发达的文明气息充斥其间，于是便容易被向往西方
物质文明并认为西方文化也高出一头的许多知识阶层的人士所认同。而“土俗”既“俗”且又土，自
是一向被认为上不了档次。
    武汉的地方戏剧和曲艺为何总只是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便是越喜欢呢？为何总是给人以上不了台面的
感觉呢？说穿道白，便是因了它的“俗”。它固然带有民间健康的活力，但它也却总也没有摆脱市井
文化中浓重的“俗气“。这种”俗气“对武汉文化的侵染的程度甚至蔓延到了武汉人的语言和说话的
口气之中。

9、《武汉人》的笔记-第88页

        曹祥泰的企业，便是由曹南山的小本生意，经由曹云阶的努力发展和曹琴萱的规模提升，一步一
步形成极富中国特色的民族资本企业。

10、《武汉人》的笔记-第57页

        看大教堂和看小教堂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前者让你在感觉压抑和紧张的同时又无端的生出崇拜
，一些久远的精美绝伦的艺朮会一起涌到你的眼前，让你赞叹让你激动万分；而后者多以平易近人的
资姿态出现，它朴素而纯净，每当心理生出无助感的时候，它就会悄然浮上你的心头，让你感到温暖
感到亲切。

11、《武汉人》的笔记-第8页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张之洞在武汉
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第一家兵
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有了今天这样的城市
规模；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分一时兴起。教育带动科技的发达，科技则给这座
城市的发展提供莫大的动力。

12、《武汉人》的笔记-第16页

        我觉得，最终使黄鹤楼称著天下且流芳百世的不是楼的本身，而是诗人崔颢，当然也还有李白。
崔颢上了黄鹤楼，见长江苍茫东去，江岸烟树历历，顿生一种家园何在的乡愁，于是感慨万千。他写
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真是写得太好了，它让无数漂泊者读之涕
淋如雨。
崔颢这一感慨不打紧，从此为黄鹤楼留下千古绝唱，以至大诗人李白到了黄鹤楼想要写诗抒发情怀，
看了崔颢墙上题诗却不敢动笔，只好以认输的态度作了首打油诗。李白写道：“一拳捶碎黄鹤楼，一
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么，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是何等狂傲之人，他号称“一忝青云客，
三登黄鹤楼”，但却不敢在黄鹤楼跟崔颢叫阵比诗。他这么一当场认输，用当代的语言说，就等于是
把黄鹤楼“炒”了一把。黄鹤楼被李白这么一炒，名气便凭添数倍。
太白君傲娇了。

13、《武汉人》的笔记-第3页

        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便的一指，也无不透着水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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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
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楼宁静致远，宋楼雄伟浑厚，元楼堂皇富丽，明楼明朗隽秀。清楼平淡有幽。p18

14、《武汉人》的笔记-第30页

        一句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不知道这话用在黎元洪身上是否合适。可是多少年来我
看宣传文章，就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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