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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值此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又恰逢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恢复三十周年，我区第一部街道志书《汉正街
志》即将出版，这是研口文化建设的一项硕果，也是全区人民向祖国六十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汉正街得名于“古汉口之正街”，是一条延绵五百年的传奇街市。
自明代成化年间以来，它历经了明清时期的兴起繁荣和近代百年的沉浮变迁，创造了“十里帆檣依市
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辉煌，见证了万商云集、江汉朝宗的盛况，被视为大汉口的“城市之根”、
“商业之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正街以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国第一个恢复开放小商品批发
市场，率先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成为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改革开
放的风向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了“天下第一街”的关誉！
如今，随着汉正街商贸旅游区的规划建设，汉正街已经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阶段，正在书写着老街新
区建设的新篇章，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正街志>>

内容概要

这部《汉正街志》，是根据中共研口区委、硚口区人民政府的部署，为纪念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恢复开
放三十周年，由硚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
经有关人员辛勤笔耕，数易其稿，历时两年成书。
    汉正街是古汉口镇的发祥地，因南临汉水、东接长江、得水独厚而商贸发达，形成著名商埠。
纵观汉正街自明成化年间以来五百年的沧桑变迁，堪称是汉口商业发展历史的缩影，其演变规律和商
业文化底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
    新中国成立以后，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汉正街这个古老商埠焕发了前所未有的蓬勃
生机。
1979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全国率先开放后，便以“集纳百川归大海”的气魄，发挥其承东启西、引
南接北和广纳四方商贾、吞吐九州货物的集散功能，形成全方位开放、大跨度串联、多成分竞争的市
场格局，被称为“中国对内搞活的成功典范”。
弹指间三十年过去，汉正街已从开放初期长仅数百米的小街市，如今发展成为占地1．67平方公里的华
中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赢得了“天下第一街”的美誉，更成为硚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颗璀璨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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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汉正街辖区地处中山大道以南的古汉口镇老城区范围内，其特点是街巷狭窄、形成较早、人烟
稠密、房屋比较陈旧。
旧时，境域内寺庙、会馆、公所、善堂较多，地名多具封建迷信和商业色彩。
境域街巷分布，与汉口镇的形成密切相关。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汉口镇已初现繁华。
在汉水北岸（汉口一侧）的沿河地段，商民密集，搭建有一排排的吊脚楼，半倚河岸，半立水中，颇
具水乡风光。
楼楼相连，大小码头穿插其间，形成热闹的街市，即河街。
明崇祯八年（]635年），汉阳通判袁娼主持修筑汉水北岸的袁公堤以后，汉口镇免除了后湖水患，商
贸及各业得到迅速发展，市镇规模亦逐渐扩展。
汉口镇街区初时只有沿河码头和河街，后由河街发展到正街（汉正街），再由正街、后街而夹街，由
夹街而堤街、而里巷。
至清代前期，汉口镇已形成以汉正街为主脉，两侧街巷纵横交错的沿河商业区。
这个沿河商业区形如眠帚，“上直而下广”，其主体部分在今汉正街辖域内。
据范锴《汉口丛谈》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年），汉口镇已是“坊巷街衢，纷歧莫绘
”，“街衡重重，难以缕纪”，而称之曰街的有32条，称之为巷的有64条。
其中，河街、正街、后街（泛指今日汉中路一带）、夹街、堤街等主干道与汉水大体平行，而以正街
、堤街独长，其他则纵横交错。
《汉口丛谈》中记载的当时街巷名称，有许多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街区空出留作防火通道的空间，后来也发展成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等街巷。
清乾隆四年（1739年），作为汉口镇商业中心的正街（汉正街），上自口，下至接驾嘴（今集稼嘴）
铺设条石路面。
沿街店铺鳞次栉比，市井繁华。
在正街的两侧及周边里巷，聚居着汉口镇的大部分人口，遍布大街小巷的酒楼、茶肆，清晨开业，夜
半收市，宾客盈门，经久不衰。
同治三年（1864年），汉阳郡守钟谦钧主持在袁公堤北修筑汉口城堡，城堡筑成后，兼有御敌和挡水
功能，袁公堤外涸出大片可居之地，形成众多小巷。
由此，汉口镇城区再次向北扩至城垣（今中山大道一线）。
清代，境内汉正街一带的街巷习惯以寺庙名称命名，如大王庙、五显庙、沈家庙等，而多数街巷则与
商业行帮、商品名称有密切联系，以至于“街名一半店名呼”。
诸如：药帮巷、砖瓦巷、板子巷等，与所在行业有关；淮盐巷、茶叶巷、茯苓巷等，均以商品命名。
还有一些街巷以居住者的籍贯取名，如宝庆正街，徽州巷、广东巷等，宝庆正街一带即是湖南宝庆府
籍在汉船民的聚居地。
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老街老巷，历史上曾名噪一时，也是汉口镇旧时繁华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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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汉正街志》是汉正街地域历史上第一部涉及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各个领
域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2008年伊始，根据中共骄口区委的安排，区地方志办公室正式启动《汉正街志》的编纂工作。
编纂人员首先搜集和研读有关汉正街的各种史料书籍及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拟出《汉正街志》编
纂篇目。
尔后，边搜资，边试写，边调整篇目。
为了准确地反映汉正街的历史与现状，2009年初，编纂人员历时三个多月，实地踏访汉正街地区，对
辖区内70余个专业市场的经营店铺或摊位、经营品种和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以及金融机构、重要
建筑物等情况逐一进行摸底调查，辖区内大街小巷几乎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其中，曹恒文同志承担了绝大部分篇目的撰稿任务，由于整日伏案笔耕，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病变
，仍坚持工作，直至初稿完成。
2009年4月，根据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专家的审阅意见，编纂人员对《汉正街志》初稿进行了
多次修改，于同年7月完成送审稿。
8月上旬召开评审会，邀请区领导、《汉正街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专家，
以及武汉市史学界、文化界的部分知名学者参加，与会者对街志送审稿进行了认真审核评议，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
评审会后，区地方志办公室加大修改力度，对志稿再次进行调整篇目、补充资料、修改完善，并完成
志书随文图片配置、装帧设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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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正街志》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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