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江城市在长江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代价值 —— 以武昌古城为例

[摘

要]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随着大

城市在物理空间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

市建设驱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它不仅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

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还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任

务。作为千年古城，武昌古城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

忆和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一种承载长江历史文脉的复合文化空间。建城1800

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到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形成了

以楚河汉街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以昙华林为代表的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

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等众多新型文化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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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深入发

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建设一批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镇和美丽乡村，打造长江国际黄金

旅游带。武昌古城作为长江沿线城市，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长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重要支撑，同时承担着探索建设新时代长江文化新形态的历史使命。

一、武昌古城作为一种复合文化空间形态，承载长江历史文脉

公元223年，吴主孙权在武昌黄鹄山西北跨山筑城，“依山傍江，凭墉藉险”，取名夏口，开启了武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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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历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以夏口城为基址扩展而筑鄂州城，让武昌

进入到东南重镇时期。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大将江夏侯周德兴增拓武昌府城，“城方二十里，

辟门九座”。宋明时的武昌，江面船只汇聚，里巷阡陌纵横，街面商铺丛集，府学、贡院、文庙等文化

设施完备，商旅和文人学士荟萃。唐宋以降，武昌城作为长江中游政治经济中心和东南文化中心的格

局一直延续至今。1800年历史的武昌古城，成为长江流域保存着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高地。

（一）保存了长江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记忆

几千年来，长江文化融合了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

文化等诸多元素，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和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武昌古城借助于

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地位，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建构过程中。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殷周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4次大转型，武昌古城就承载

了“唐宋之变”和“近代之变”的丰富历史记忆。

除三国鼎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南宋抗金和岳飞北伐也是中华民族建构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武昌

即深度参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建构了中华民族深沉的集体记忆（如岳飞《满江红》的千古传颂）。

在公元1134—1141年的7年间，岳飞屯兵武昌，使武昌成为岳家军驻扎大本营和北伐基地，武昌及汉

阳留下的岳飞抗金活动遗迹不下17处，如武昌蛇山上的武穆遗像，岳家军操练水军处的岳家嘴，司门

口九通商厦处的岳飞帅府，以及武昌忠孝门、武昌岳王庙、洪山岳松岳梅，汉阳的报国寺、报国庵、

冰糖角、马沧湖、屯甲村等。在“肇造区夏”[1]的历史进程中，武昌古城保存了“何以中国”深厚的历史

记忆。

（二）保存着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历史记忆

1861年汉口开埠和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启了武昌城市功能和城市布局结构的近代转型。作为中国近

代史开端的“开埠城市”，包括武昌在内的武汉三镇领全国风气之先。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张难先在

《湖北革命之动因》中概述了当时的武昌在引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作用：“适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

政，改革教育，设汉阳铁厂及武昌纱麻四局，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

一新。识时之士，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2] 23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早期工业“

布纱丝麻”四局，延至19世纪90年代，武昌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奠定了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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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城市的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昌同样是全国的工业重镇之一，国家在武汉投资设立了武

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车辆厂、武昌造船厂等大型骨干工业企业，“武字头”成为一个响当

当的称谓，也成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记忆载体。

（三）保存着中华民族作为“诗性民族”的文化基因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水泽遍布，暮霭沉沉，这种地理环境既塑造了楚人浪漫奔放的族群性格，又造就

了其浪漫瑰丽之文学风格。武昌和襄阳、荆州等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将长江诗性文化的特征不断植入

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独特的“诗性基因”。中华民族这种“国族”性格的建构过

程，在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响中，武昌历史性地“在场”：

从屈原汪洋恣肆的《离骚》《天问》，到唐代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再到李白、杜甫、崔颢、王维、

杜牧、白居易、王昌龄、刘长卿、贺铸、温庭筠、元稹、秦观、岑参、刘禹锡、苏轼、杨万里、陆游

、辛弃疾、姜夔、岳飞、文天祥等，其时的武昌成为诗人词客的汇聚之地。唐宋时期中国最顶级的诗

人词客，大都要来一览“黄鹤”（黄鹤楼或南楼），在武昌留下作品和足迹。不仅在中国文学的高峰阶

段，在中国近代文明转型时期，乃至在红色文化领域，武昌都保有众多具有典型性、象征性的历史文

化遗产。根据王兆鹏教授的研究，在武汉留下诗作的诗人有数百人之多。

王兆鹏根据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发布了唐诗的百首名篇排行榜、十大诗人排行榜。唐诗的第一名

篇是崔颢的《黄鹤楼》[3]。唐代诗人崔颢、李白在黄鹤楼留下千古绝句，更是激发了无数学子对武昌

的憧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词就像一个“语言密码”，进入到中国人审美世界的最深处。

在中华民族“唐宋之变”的大转型中，武昌古城不仅是“国族”意识启蒙的发生地和见证者，同时还是“诗

性文化”进入民族文化基因之中以建构中华民族“超越性”品质的发生地和见证者。

武昌古城自公元223年筑城以来，已拥有1800年不曾间断的历史。从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重要“军事堡

垒”，到唐宋时期的“东南巨镇”、明清时期的“湖广会城”，历来是东南区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更

是近代“新学”和“新政”的源发之地。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第一枪”，中共五大在武昌

召开，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首站抵达武昌并发表重要讲话，英雄血脉汇聚于武昌这片热土，并得

以广泛传承。基于1800年历史文脉之上的武昌古城的时代价值，体现了承载中华民族族群演进过程的

历史记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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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昌古城空间结构的转型过程，体现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建城1800年来，武昌古城经历了从农耕社会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结构，到近代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结构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生产中心功能结构，再到21世纪初经济-文化功能城市结构的转型和演进

。正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结构性

推动力量，在武昌古城的发展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价值。

（一）楚河汉街：工业生产功能社区转型文旅休闲社区的代表

1949年之后，因其独特区位和工业基础，武汉作为工业重镇进入国家的战略布局。1959年出台的《武

汉市总体城市规划》提出，“武汉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纺织、冶金、汽车、机械工业为主的南方工业城

市”。大武昌地区（与汉口、汉阳相对应的地理空间概念）在国家计划的主导下设立了一系列的工厂社

区，如在青山片区的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公司、青山热电厂、武汉

水泥厂、武汉石油化工厂、长航青山船厂等；余家头片区的武汉国棉二厂、武汉国棉四厂、武汉国棉

五厂、武汉国棉六厂、武汉印染厂、武汉毛纺厂等；答王庙片区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手表厂、武

汉电视机厂、武汉无线电二厂等；石牌岭片区的武汉锅炉厂、武汉灯泡厂等；武东片区的武汉船用机

械厂、武汉锻造厂等；关山片区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武汉鼓风机厂、武汉缝纫机总厂、湖北电机厂

、武汉微型电机厂、长江有线电厂、武汉汽车标准件厂、缝纫机总厂等。但经过1950—1990年40多

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工业社区发展日益式微，大多数企业倒闭，部分得以保留作为工业遗产。

武昌从工业中心城区开始向文化中心城区转型。

2011年9月开街的楚河汉街社区，位于武昌区东湖和沙湖之间，项目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总建筑面

积340万平方米，是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由万达集团投资打造的以文化休闲为核心，兼具旅游、商业、

商务、居住功能的武汉核心文旅休闲社区。它也就是在原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原址上建成的武汉中央文

化区。

楚河汉街社区由“楚河”“汉街”两部分组成。

“楚河”全长2.2公里，水面宽度40~70米，连通东湖和沙湖，加上滨河绿化及道路宽度达到150米，贯

穿武汉中央文化区，楚河汉街不仅是商业通道，也是城市历史文化和生态景观工程以及市民休闲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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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街”商业步行街位于楚河南岸，以民国风格建筑为主体，沿河而建，总长1500米，总面积21万平方

米，布置了购物、餐饮、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集合200多个国内外一流商家。

在汉街的东端，设计大师马克·菲舍尔利用中国的红灯笼符号，设计建成了汉秀剧场（外形酷似中国红

灯笼）；在汉街的西端，他又设计建造一座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电影文化主题公园，包括10个电

影科技娱乐项目，有4D影院、5D影院、6D影院、互动影院、仿真影院、黑暗骑乘、室内过山车等。

除了剧场与电影主题公园，在汉街的中部，还有大众戏台，其间还点缀着屈原广场、昭君广场、知音

广场、药圣广场、太极广场等，通过纪念湖北历史文化名人，以提高楚汉文化的影响力。

楚河汉街开业后，2011年国庆假期吸引客流超过200万人，成为全国假期人流排名前三的热点区域。2

022年8月，武汉市楚河汉街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楚河汉街是武昌区一个重要的休闲文化消费空间，它标志着武昌城市空间从工业中心驱动模式转向文

化消费驱动模式。武昌答王庙空间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武昌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文化休闲

功能的调整，更多体现为一个长江中游核心城市的转型过程。

（二）昙华林：用 “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的历史文化街区

昙华林是武昌城区历史悠久而又保存较好的一个历史街区，位于武昌区西部，毗邻湖北中医药大学武

昌校区，地处城墙内的花园山北麓与螃蟹岬（亦名城山）南麓之间，随两山并行呈东西走向，全长12

00米，占地面积102万平方米，早在唐代宝历元年即初现雏形，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明清时期，昙华林是湖广各地秀才下榻备考之地，也是清廷地方军事衙门（戈甲营）所在地。1861年

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先后有意大利、英国、

美国和瑞士等国的传教士在此传教、办学和设立医院，成为近代武汉历史文化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

的一个老街区。在1.0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内，散布着仁济医院、文华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文华公书林、石瑛故居、朴园（钱基博老宅）、瑞典教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翟雅阁等历

史建筑52处，目前保存完好的建筑有49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优秀历史建筑21处。

昙华林保留着长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转型的丰富历史记录。张之洞等人在此兴办新式中、小学堂达10

所之多。外国教会学校也在此择地而建，包括西式医院在内达8所之多，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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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建立；中国学堂和西方教会学校隔街相望。这里也是一大批辛亥武昌首义仁人志士的活动地点，

如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等。陈独秀、李大钊于此讲学，董必武、陈潭

秋于此创立了武汉第一个中共组织。此地也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旧址所在地。1938年，国共

合作，国民政府机关从南京迁入武汉，三厅在此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隶属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

领导，在此荟萃了文化界精英300多人，形成了文化抗敌统一战线，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抗战”的策源地

。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中国文化行业体制于此发端。

进入21世纪，昙华林作为历史街区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要在分布着52处中西合璧建筑的约1平方

公里的昙华林街区内做整体改造又面临着所有历史街区共同的难题：

（1）规划建设层面上的开发限制和收益倒挂。受黄鹤楼俯视线控制、山体保护限制、历史建筑和历

史风貌保护等政策限制，昙华林改造只能采取“少拆少建、少拆不建、整治不拆”等“微改造”方式，对

比普通旧城改造“拆少建多”的开发模式，建筑容积率倒挂导致单位面积成本剧增，当期收益与当期成

本严重倒挂。而作为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政府财政难以承担，成为昙华林改造的一道难

题。（2）政策层面上产权不清，谈判困难，技术层面压力大，对市场的吸引力弱。昙华林街区70%

左右民居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私房、公租房、计划分配房、企业改制房、违章搭建房等为主

，面积30~50平方米房屋占总量的50%左右，分布零散、面积狭小、设施落后、空间不规则。房屋产

权涉及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单位产权、军队产权、宗教产权等，权属复杂、难以整合。微循环道路

体系不健全、区域通达性较弱，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功能欠缺，电气线路、房屋危旧等安全隐

患突出，发展空间不足，空间品质低劣。街区内业态以小餐饮、小旅馆、小画室、小创意作坊等为主

，虽然业态丰富多样、氛围较浓，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规模、产业品牌和产业链条。

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历史文化街区的大背景下，虽然有部分文化创意人士有进入昙华

林的意愿，但与庞大的街区人口基数相比仍微不足道，导致街区人群结构长期得不到改善，新锐力量

难以进入，新业态无法导入和落地，历史文化资源和创意的外溢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2020年11月，习近平在南京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

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

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武昌区贯彻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街区建设的国

家战略，在文化保护传承和文旅融合的目标下，使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改造和修缮工程得以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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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武昌区政府正式开始对昙华林进行项目规划，2005年启动昙华林历史街区保护改造工程，2

006年武昌区政府在制定昙华林历史风貌街区项目保护规划同时，也制定了武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以“艺术村”的目标定位，吸引和引进了半亩园美术馆等众多文创企业与艺术家入驻，逐渐形成以昙华

林艺术街区、湖北美术学院为载体的集文旅休闲、艺术设计等业态为一体的文创产业集聚区，开启了

昙华林空间更新与业态创新的历程。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武昌千

年古城保护与复兴规划》，先后实施了首义文化区、都府堤革命风貌街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长

春观-宝通寺宗教文化区、户部巷汉味风情街区等文化建设项目。

2005年街区改造启动后，武昌区政府先后投入21.2亿元，针对昙华林开展了街区道路整治、历史建筑

修缮保护、历史街区的保护性开发等一系列保护和改造举措，并采取收购旧宅、民居的方式，来扩大

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遵循“街区、景区、社区、园区、校区”五区融合的发展思

路，将创意社区建设与旧城改造工作紧密结合，打造成具有武汉特色的文化+设计+旅游的创意社区，

吸引了120余家文化企业入驻。

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再现了昙花林的历史风貌、旅游街区和创意高地的内涵与特征。

（1）历史文化展现地。保护和改造修缮了52处中西建筑风格融合的历史建筑，包括文华大学礼拜堂

、翟雅阁、仁济医院、瑞典教区旧址、石瑛故居等，利用历史建筑诠释了昙华林作为长江中游近代中

西文化交流汇集地的符号内涵，展示了武昌古城的文化底色和风貌。

（2）地方非遗文化体验载体。规划建设了昙华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非遗楚香沉浸式体验馆、

马应龙非遗体验馆等，集中展现了58个非遗文化项目，包括民间文学、扬子江传统糕点制作技艺、马

应龙眼药制作技艺、民俗等8大类。利用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老武汉的文脉之源，建设集文创产

业、旅游、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艺术街区，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手绘风格和小昙昙 IP

衍生设计两个系列，打造了“昙华邮局”“小昙昙的秘密花园”等主题文创店铺，依托线上线下两个渠道

，提升IP知名度和美誉度。

（3）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系统。结合历史街区特点，规划建设了智慧街区旅游服务系统，包括提供街

区宣传和导览服务、统一电商平台；街区配备了无障碍通道、无障碍车位、无障碍厕位等；街区聘请

了8名讲解员，并可实时监测街区人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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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多年的“微改造”，昙华林历史街区成为武汉及长江中游区域著名的历史文化休闲街区，受到了

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游客的青睐，昙华林成为“最武汉最文艺”的地方、十大打卡网红地之一。2020年

昙华林总客流量近400万人次，2021年近800万人次。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全年总客流量近5

50万人次，月均游客45.83万人。2023年伊始，街区人流量大幅增加，春节期间，日均客流量4万人次

，总客流量达到30万人次，实现营收超2000万元，其中外地游客占46%左右。2023年“五一 ᵧᾕ㭮㠀

客量达到26万人次，单日最高达7万人次。进入2023年以来，到访游客358.74万人，月均人数59.79万

人。2023年，昙华林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来临，城市功能由生产性城市向文化消费城市转型，城市居民除了希望拥有便利的

生活基础设施，也开始关注城市休闲功能和美学价值。创意经济的突飞猛进加剧了城市向体验型空间

转变的速度，城市的发展由工业化生产转向以文化消费体验为主的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不再仅仅停

留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开始注重更独特、更具有生活舒适性的消费体验，大众消费的个性化、体

验化和美学化逐渐凸显[4]。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动力机制。汉街和昙华林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创造

了一个让市民能够体会到在历史象征意义体系中行走和体验的机会，以一种看似简单的运动方式，建

构一种社会学意义的交往空间。它本质上是在历史街区空间上叠加文化旅游休闲空间及其运行机制的

结果，体现了现代文化城市建设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三、结语

近代以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形态。经过40

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大多数大城市在物理空间的快速扩容中日益逼近“天花板。”随着大城市在物理

空间上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多的城市从开发物理空间为主的传统赛道，转到了一个以文化城市建设驱

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所谓文化城市，就是一种以历史文化资源、文化资本和新技术及三者的融合共生为主要生产要素，以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设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产业形态，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

为驱动力，推动实现以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城市发展形态。城市物理空间的开

发利用客观上存在着“天花板”，而文化城市建设则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其“天花板”越来越高。

长江流域的一批城市都具有建设文化城市的潜质。武昌古城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随着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和武汉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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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古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窗口；作为古城武昌和长江沿线的核心城市，其城市增长的引擎业已进

入到创意（知识）驱动、技术驱动和文化驱动“三驾马车并行”的时代。

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家宏观战略框架，赋予了武昌古城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的时代价值。建

城1800年的武昌古城，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武昌、当代武昌和未来武昌的三维城市空间的复合体，同时

也是一个由长江山水自然地理空间、荆楚文化符号空间和城市制度机制空间所组成的超级文化空间，

这一超级空间支撑了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的生产生活和游憩等社会交往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级文

化再生产装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武昌古城不仅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

支点，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创新性平台。

 

注释：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12/c_112991

34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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