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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武汉”丛书分别从饮食、故闻、宗教、人物、居地、建筑、经济生活等方面，发掘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武汉的衣食住行、流风时俗、里巷见闻、民情世态、人杰胜景等
。无论是选题和选材，还是体例、内容和行文风格，都具有新特色，既有丰富的历史含
蕴，又直面现实，文风朴实，雅俗共赏，可以说是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老地名一书。 

内容简介

“老武汉”是一套谈武汉历史的书，举凡乡邦名流、名楼老街、百年老店、码头货栈、
茶坊酒肆、商旅会馆、山川胜迹、地方戏曲、俚语方言、掌故旧闻、社会风情等都有所
记。这套凝聚众多学者心血，图文并茂的专题性丛书与笔者两年前主编出版的以城区为
叙述单元的“武汉史话丛书”一横一纵，恰好构成一个武汉历史与文化的完整系列。
本书为老武汉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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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编：武汉地名的由来
汉阳——即使在汉阴，也仍然称为汉阳
最先涉足武汉这块青山碧水的先祖们，应该在汉阳。作为地方行政中心，汉阳也早于武
昌。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中，汉阳在西汉便是江夏郡沙羡县的县治所在地了。因此
，当武昌还仅仅散乱地居住着一些以渔猎为生的少数居民时，汉阳已经有一个像样的小
镇了。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命黄祖为江夏太守，黄祖便在柳浪闻莺的月湖旁筑起了
一座军事城堡——月城。黄祖据守在卻月城内，汉阳便成了江夏郡的郡治所在地。汉阳
地名的变迁相当复杂，从三国到南北朝，这里曾陆续被命名为石阳县、曲阳县、曲陵县
、沌阳县（治今汉阳县南），可谓一代江山一个名。到隋代开皇十七年（597年），改沌
阳县为汉津县。汉阳，这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要地，终于被放在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之
上：汉津——汉水岸边的大渡口。
隋代是个短命的王朝，这个朝代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口碑相当恶劣。
他的皇位是靠杀父取得的，他统治时期，既大兴土木，又穷兵黩武。因此，当瓦岗军领
袖李密起兵反隋时，才能“传檄天下，数炀帝十罪”。但隋炀帝却有一个很响亮的年号
——大业。
这个靠杀父夺得江山的皇帝，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改汉津为汉阳。《隋书�地理下》如
是记载：“汉阳开皇十七年置，日汉津，大业初改焉。”大业初年，指的是606年。到20
08年，汉阳拥有这个名字已经接近1400年了。近1400年来，我们从史籍中不断地读到汉
阳县、汉阳郡、汉阳军、汉阳府等等以汉阳为名的行政区划地名和军事辖区地名，就是
今天，汉阳既是三镇之一，汉阳区也是武汉的13个区、县之一。范围说大也大，说小也
小。尽管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把汉阳划到了汉水的南边。根据中国传统的对地名
的命名原则——山南水北为阳，已被汉水隔到水南的汉阳应改为汉阴才对。然而，不论
它在水的北边还是在水的南边，不论它的管辖范围扩大还是缩小，似乎没有人想改它为
汉阴。从它称为“汉阳”开始，它便永远都是“汉阳”了。从此，武汉有了一个历经千
年而不变的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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