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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租界文化对当代居民休闲方式的影响研究
*1

谌秀明
1
周谨平

2

(1.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2.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曾经的租界,万种风情,而汉口更有着“东方芝加哥”的美誉｡从租界文化这一种特有文化为楔入点,

通过调查了解当代居民的生活休闲方式,希望为政府和社会在汉口租界休闲改造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同时更好地

传承和发扬汉口文化,提升武汉城市魅力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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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口租界文化的嬗变

悠悠百年,汉口租界承载了昔日繁华｡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东西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出现了中西结合的城市建筑,产生了

独有的租界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休闲开始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西式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法规,使得租界区内的居民最先开

始对生活休闲上的追求和享受｡而现今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多,休闲也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促进

人们身心愉悦,和谐发展应该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

2 租界文化与当代居民休闲方式调查

2.1 研究对象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层次､对汉口租界历史文化了解程度､对汉口旧租界建筑和历史去留态度这四个要素｡

本项研究从年龄的角度出发,将被调查者划分为少年(18 岁以下)､青年(19-30 岁)､中年(31-50 岁)､老年(50 岁以上)四个群体,对

不同年龄群体的居民在汉口租界休闲状况进行比较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实地随机抽样发放问卷的方式,从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汉口租界休闲生活状况､休闲花费､满意度和变化”

三个大方面共设计 10 了个问题｡样本选取汉口租界区江汉路､黎黄陂路等发放并回收《居民休闲方式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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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

2.3 研究意义

本文以武汉市汉口租界为例,对居民的休闲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充分地了解到各年龄层对汉口租界的认识和影响,以

及他们对汉口租界的改变有何不同的看法,这对今后汉口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同时为武汉市改造旧租界,建设文明和谐城市,

重扬“大汉口”时代城市美誉积极献策｡此外,汉口租界是武汉的地标示建筑群,其对汉口乃至武汉的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了解汉口租界的人们对当地休闲方式的选择有助于汉口租界在今后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针对性｡城市因文化而有

内涵,传承和发扬汉口特色文化,体现武汉城市包容性和开放性｡让更多人的了解武汉,提升武汉城市魅力和知名度｡

3 租界文化对当代居民休闲方式影响

3.1 居民文化层次差异

本次抽样调查对象主体人群为 19-30 岁的青年人,表明青年人是生活休闲的活跃人群,青年人高中学历占 27.5%､大学学历占

82.5%;中年人高中学历占40%､大学学历占60%;老年人高中学历占37.5%､大学学历占62.5%｡通过这些数据表明在租界休闲人群受

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素质较高｡值得注意的是,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学学历都高达 62.5%｡进一步说明武汉教育建设起步早,现代化

建设起步早,也从侧面反映出武汉城市建设发展条件良好,文化底蕴深厚｡

3.2 租界文化了解程度

上图显示,少年人对于汉口租界文化的了解程度,基本上是不清楚或略懂一点,不清楚高达 80%,略懂一点仅有 20%;青年人不

清楚占 37.5%,略懂一点占 62.5%;中年人略懂一点占 60%,很了解占 40%;老年人则略懂一点占 40%,很了解占 60%｡不难看出,居民

对租界文化背景了解程度跟他们的年龄有关,老一辈比年轻一辈居民对租界文化了解程度更深｡可叹的是作为少年人对租界文化

不清楚高达 80%,且调查人群中,没有少年人对租界文化背景很了解｡反映出少年人对自身城市文化背景的缺失,和对自身城市发

展历史的陌生｡我们常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作为少年一代更应该牢记历史教训,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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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观显示出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于租界建设和文化去留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对旧租界建筑和文化保留度高达 100%,

说明了这一年龄段的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经历这段特色的历史时期,对历史文化有着特殊的家国情怀,而一般来说,家国情怀是指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持有的高度历史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曹小文,2018)｡在实地调研和走访当地老人过程中,有不少的老人语重

心长地讲到:“你们这代人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历史,这些租界建筑都不能拆,这都代表了那段历史,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我希望

我的子孙后辈以后能看到,能明白他的爷爷奶奶走过的路,记住这一段历史,发奋图强……”,相比较而言,青少年由于对租界建筑

和文化背景了解不够,也不懂得自身文化传承保留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更应加强对自身城市发展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老一辈

的情怀和对历史高度的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3.3 居民租界区休闲状况差异

从表 1 不难看出,少年人休闲方式具有娱乐性和商业性的明显特征｡青､中年人休闲方式选择具有多样性,选择方面广泛,其中

购物,享受美食,欣赏租界建筑风景占休闲方式的主要部分｡而老年人是注重健康的群体,租界休闲方式选择单一,集中在体育锻

炼和欣赏租界建筑风景中｡

表 1 居民租界区休闲方式

体育锻炼（跑步，锻炼） 0% 37. 50% 80% 90%

逛商场，购物 20% 56. 30% 50% 30%

读书、看报，看电视电影等 30% 6. 25% 0% 0%

在休闲娱乐场所，如 KTV，酒吧等 80% 37. 50% 20% 0%

享受美食，咖啡馆或西餐 厅喝茶、聊天 95% 48. 30% 20% 20%

欣赏租界建筑、逛江汉路、

黎黄跛路、胜利街等
35% 56. 30% 80% 100%

其他 0% 0% 0% 0%

另外,租界内休闲方式也暗含各自特点｡首先,娱乐性质和商业性质休闲方式选择随着年龄增长而减低｡重点表现为少年群体

对这类选高达 80%以上,而中老年人仅占 20%｡其次,中､青年群体是租界区逛商场购物的主体,作为有着稳定工作和不断向往优质

生活的主要群体,抓住该群体的购物喜好和购物特点势必可以进一步促进租界区内的消费和经济发展｡最后,在租界建筑欣赏选

择上,随着年龄层次年轻化而不断降低,汉口租界的历史沉淀体现了西方建筑城市形态与传统建筑型制相结合,其蕴含和文化历

史背景也鲜少被年轻人所了解｡

表 2 居民对旧租界改造成休闲场所倾向

小吃街 80.0% 18.8% 40.0% 0.0%

特色书店 20.0% 12.5% 0.0% 90.0%

特色咖啡馆 20.0% 50.0% 2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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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茶馆 20.0% 25.0% 20.0% 90.0%

中西结合主题酒店、餐厅、 酒

吧(界立方)
80.0% 50.0% 45.0% 0.0%

怀旧经典露天电影 80.0% 25.0% 10.0% 90.0%

街头博物馆，租界建筑

遗址
30.0% 62.5% 60.0% 90.0%

其他 0% 0% 0% 0%

不难看出对于租界改造休闲场所居民对于这一块是十分热衷的,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各自代表趋势｡少年对租界改造倾向

吃和娱乐性质方面,青年倾向于文艺性质类改造方面,中年人对倾向于吃和租界建筑博物馆改成｡老年人对租界改造倾向上反对

小吃街和极大破坏原有租界建筑风貌改造,支持带有小资情调文艺类租界改造,贴近生活｡横向来看,首先,大体上娱乐性质和口

腹之欲性质改造仍然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选择降低｡其次,少年人和老年人对于单一耗时长的休闲方式选择度明显比青年人和中年

人倾向度高,表现在对于怀旧露天电影上选择倾向｡最后,老年人对于租界的特有情节,在改造倾向于文艺范,保留租界原有建筑

风貌,更多去保护和传承租界文化｡

笔名为小江的作者在万科周刊中发表《武汉租界:到建筑为止》一文中说到:“租界文化也因为历史的牵绊,所带的文化气息

跟武汉的市民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更多的是一个个彰显寓意的文化符号(小江,2011)｡”笔者是反对这种观点,文化气息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居民对于租界改造倾向可以侧面反映,居民热衷倾向对于带有租界建筑和历史文化改造的消费区和文化区,源于居

民对此文化的认同｡

3.4 居民租界区休闲满意度及方式变化

居民在租界区休闲消费情况可以反映了租界区休闲方式状况,从调查结果情况看,少年人每月在旧租界休闲花费 500 元以上

占 80%,青年人 68.8%消费在 500 元以上,中年人 500 以上均占 20%,老年人 500 元以上占 40%｡依据调查人群和月休闲花费数据来

看,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是租界休闲高消费者,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租界进行休闲消费｡这一良好的休闲消费情况,同时反映了

租界休闲经济的大好前景｡总的来说居民对生活休闲的状况满意度较好,少年人 80%对旧租界生活休闲比较满意,青年人 56.3%比

较满意,中年人 60%比较满意,老年人 72.5%比较满意｡与此同时,青少年认为旧租界区休闲场所增多,活动丰富占 100%｡青年人 50%

认为旧租界的休闲场所增加了,活动内容丰富,43.8%认为人们的休闲意识逐渐提高知道如何安排计划和路线,43.8%觉得来汉口

休闲的人越来越多了｡18.8%认为汉口消费比重增加了｡中年人认为汉口休闲场所增多,活动内容丰富占 60%,人们休闲意识提高有

计划占 40%｡老年人都认为来汉口旧租界区休闲人数越多｡居民对于租界休闲方式变化感受更加体现了租界区自身独有休闲方式

魅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选择｡

4 提升汉口租界休闲质量的对策建议

根据汉口租界居民休闲生活现状和居民对美好休闲生活的向往,提高居民生活休闲品质需要政府､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第

一,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它可以有物质和人文

方面的种种缺憾,但唯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罗时汉,2012)｡推出汉口租界特色建筑群明信片,唤醒群众休闲意

识,鼓励居民去了解租界文化,体验和感受租界休闲｡第二,政府应更加重视租界建筑财富,加大对休闲产业的资金投入,将租界与

生活休闲有机结合起来,原俄租界汉口合作路“界立方创意空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保护和改造的同时应考虑居民的实际需

求,促成特色鲜明的生活休闲版块区,如打造以黎黄陂路为辐射的文艺休闲区,完善街头博物馆､特色咖啡馆等特色鲜明的文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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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设｡打造以江汉路为辐射区的休闲购物区｡打造以合作路为辐射的休闲消费区,文化创意和艺术特征与租界建筑文化融为一体

｡第三,深入对居民的休闲需求的研究,不断完善居民休闲活动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生活休闲创造良好休闲环境｡第四,加强生活

休闲方式正确舆论引导,为居民传达积极的休闲观念,提升休闲品味｡建设雅俗共赏的汉口租界休闲文化,用科学､文明的租界休闲

文化引领居民的休闲生活,以此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和谐全面发展,不断拉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距离,提升武汉城市文化魅

力与知名度,彰显武汉城市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

5 结语

当前居民的休闲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租界这一特殊休闲文化背景下,休闲活动方式､休闲观念､休闲花费等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

发展,体现在居民租界休闲活动参与度越来越高,居民休闲的活动方式日益丰富,居民在生活休闲方式在花费越来越大,对高质量

的休闲方式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期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居民对休闲地背景文化缺乏;在休闲方式选择上略显单调,没有呈

现出休闲方式的多元化;租界区内租界改造成的休闲场所不够集聚,人们对改造后的情况了解甚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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