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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古津渡文化内涵研究 

——以湘潭为例 

樊衍 刘自爱
1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津渡是各种物资、人员以及文化、习俗的集散和交流的中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丰厚的历史底

蕴。而湘潭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津渡码头城市,经历了津渡文化从形成、繁盛到衰落再到现代化更替与发展的过程。

从湘潭古津渡的历史文化溯源出发,对湘潭古津渡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梳理,并分别从商贸文化、建筑景观文化、

文学艺术以及市井文化四个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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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湘江又成湘水,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也是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流经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岳

阳市,贯穿省境南北。其干支流大部分都可以通航,古时是两湖与两广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路。湘潭滨临湘江,全部水系均属湘江水

系,作为湖南黄金水道旁边的港口城市,江面宽阔、水势平稳,无礁石风涛之险,具有发展水运的良好条件,因此成为古代重要的津

渡码头城市。“津渡”(ferry)又称为渡口,是各种物资、人员、文化的集散和交流的中心,是古代水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往于津渡的各行各业的人的活动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古津渡的繁荣不仅让湘潭古城的商业和运输业的兴旺起来,也带来了

商贸文化、建筑景观文化、文学艺术、市井文化等文化的繁荣。这些由古津渡文化衍生出的各种文化类型,组成了湘潭古津渡文

化的丰富内涵。 

1 商贸文化 

明清两代,湘潭是湖南省最大的两个城市之一,商业繁荣,赋税居全省之冠。城区沿江津渡近 40处,店铺 4500余家,街市鱗次

栉比。汇兑业、钱庄业、典当业都很发达,银票流通频率甚高,仅钱庄年汇兑以白银干万两计,故有“金湘潭”之称,世称“天下

第一壮县”。清代中期的湘潭城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商业之都、金融之都。 

米铺:清代,湖南号称天下粮仓,粮食产量和外销量都很大,洞庭湖一带及湘江流域各州县所产谷米多汇集湘潭,再转销汉口、

江浙、广东。湘潭、九江、芜湖、无锡成为当时全国的四大米市。 

药铺:从康熙初年江西药材商人移居湘潭开始,我国西北、西南等地药材加上广州运来的西亚和南洋的各种药材就汇集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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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四大药都之一,且有药不到湘潭不齐,药不到湘潭不灵之说,药业成为湘潭的重要经济支柱。 

当铺:当铺是经营典当业务的金融机构。清代中后期,由于赋税增加,官府搜刮民脂民膏,民间也有散物资需要寄卖,典当业于

是开始兴起,当时湘潭城区当铺就有百余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义源当”。 

钱庄:钱庄主要经营银票兑现和存、贷款。湘潭钱庄将散碎银两浇铸成“圆丝银”流行于市,成为种独特的硬通货,流通于湘

潭城乡。清末湘潭钱庄达到百余家,月流通达百余万两白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秋瑾的母亲、兄长与其丈夫王廷钧合股开设

的“和济钱庄”。 

票号:票号经营汇兑出现于清中期。1821 年,山西票商在湘潭设“日昇昌”分号。晋商汇兑秘诀有“常(指银圆)纹(指白银,

包括银条银锭、圆丝银)通在湘潭县”之句,说明湘潭在票号汇兑方面信誉极高,故有“长沙里手湘潭票”之俚语。 

茶庄:因贸易兴盛,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湘潭成为湖南最大的茶叶对外销售和集散市场,当时省内最大的茶产区安化茶商都从

这里将茶叶装箱外运,高峰时茶庄达 60多家。 

2 建筑景观文化 

古津渡码头:湘潭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发达,有“小南京”、“金湘潭”的美称,到清朝末年时货物装卸码头达到 54座之多。

在湘潭的外籍商人按各自籍贯或同业关系或经营关系结成了商业帮会。清朝初年到清朝中期,湘潭古城内形成了江西、广东、福

建、江苏、江南、北五省(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甘肃)及本帮共七大商帮,江边的船户则分成九个商帮。古津渡的组成部分

除了码头、泊岸、渡船、渡夫、之外,通常还包括旅客休憩的凉亭、贮藏渡船的房屋、渡口的桅杆、夜晚照明的灯笼等等。津渡

的设置地点一般都是在连通江、河、湖、海的交通要道上,且会选择设置在水流平缓、船只易于停泊的地方。古津渡渡口分为三

类:官渡、义渡、私渡。官渡一般都是由官府设立,其修建以及管理维护经费都是由政府负责,渡口来往的旅客不用向渡夫支付费

用。义渡多是由地方绅耆以及官员、生员、女性等身份不同的阶层来募款捐资设置。私渡则是私人运营及维护的渡口,通常是由

官渡或者义渡转变而来。 

街巷空间:湘潭市旧城区主要集中在河西沿江一带,旧城区沿湘江呈带状分布。明朝嘉靖年间湘潭古城筑城,分别建有瞻岳

门、观湘门、熙春门、拱极门四座城门,城内有三街、九巷、二十六坊。三街分别叫宣化街、河街、大街。从熙春门到板石巷的

叫宣化街;从燕子桥到锦湾的叫河街;至学宫东的叫大街。如今,老城区街巷空间仍沿袭原有“三横九纵”的形态格局,三横为大

雷家巷、井勘巷、城正街;九纵为新育里巷、广大香巷、板石巷、城隍庙巷、学坪路街、胜利巷、泗州庵巷、社区小巷、通济门

巷。老城区街巷结构具有完整紧湊的传统居住及商业文化空间特征,表现为有机生长的空间形态、尺度宜人的街廓比例、细致丰

富的街巷界面。湘潭古城街巷的另外一大特色是“总”。“总”的称谓,最早是元朝没有筑城前的一种市民的组织,后来成为湘

潭所特有的地域区划名称。湘潭城在明朝筑城之前一共设有十八个总,到了清朝又把十八总外延伸部分称为十九总。每总都以一

个渡口作为标志建筑,相距千米左右为一总,每总首尾设栅为卫,设员管理公共事务,入夜关栅,派专人打更,至天明则启。因为

“总”与航运商业具有紧密的联系,它们也成了湘潭港市的见证,“总”沿江排列,大致可以以码头来分隔,日后十三总习称航运

码头,十四,十五总习称客运码头,十六总习称货运码头,而十八总则称为大码头。 

传统建筑:会馆是由同一籍贯或同一行业的人在某个城市设立的联络处,相当于现今的驻某地办事处。会馆一般内设会所、

议事堂、宾馆等。当时,在湘潭设会馆最多的是江西帮所,共有 13馆;而目前保存较完整的会馆只有北五省会馆——关圣殿,它位

于湘潭市平政路,建于清康熙年间,由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五省商民集资筹建,为一商民会馆(表 1 所示)。另外,湘

潭传统建筑还包括寺庙、宗教建筑(具有代表性的如城正街基督教堂、城内文庙)以及传统民居。传统民居建筑空间形式主要包

括牌楼式居住空间、以户为单位的长进深居住空间、前店后坊式或下店上居式居住空间以及围合天井式居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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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清代湘会馆、宾馆一览表 

会馆所属省份 会馆名 地点 

北五省(山西、山东、河南、映西、甘肃)会馆一所 新关圣殿 十一总 

江苏四馆 金庭别业,又名全真宮(苏州公所) 岳门外 

 雨花别业,又日准提庵(江宁公所) 烟柳堤 

 金庭会馆,又曰三官殿 十六总三元街 

 江南宾馆,又名圆通庵 十八总后 

江西十三馆 万寿宫 十总 

 昭武宾馆(抚州公所)  

 临丰宾馆(临江、丰城县公所) 十一总 

 安成宾馆(安福县公所) 箓竹街 

 石阳宾馆(庐陵县公所) 十五总后街 

 袁州宾馆(袁州公所) 梧桐街 

 禾川宾馆(永新公所 梧桐街 

 琴川宾馆(莲花厅公所) 十六总后街 

 西昌宾馆(太和公所) 琴水馆旁 

 仁寿宫,又日江神祠(临江府公所) 上十八总 

 六一庵 十六总 

 普度庵,并江西省公所  

 财神殿(江西广货行公所) 黃龙巷 

福建一馆 天后宫,又曰建福寺(福建公所) 十八总 

广东一馆 岭南会馆(广东公所) 十二总 

广西一馆 水来寺(广西公所) 十九总 

湖北二馆 黄州公宇 十五总后 

 晴川公宇(汉阳、沌口盐商公所) 十七总河街 

永州一馆 濂溪祠 十总 

郴州一馆 寿佛殿 十总河街 

衡州二馆(内一馆与长沙商同建) 南岳行宮 十六总后街 

 长衡宫(长沙、衡州木商建)  

安徽二庵 海阳庵(休宁金姓建) 雨湖 

 指南庵(徽州公所) 风筝街 

 

3 文学艺术 

湘潭繁荣的商贸和运输业不仅带来了人员和物资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积极的文化交流。从唐贞观年间,潭州就开始修建驿

道,疏浚河川,湘潭经济、文化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大唐兴寺”就是由唐朝的中书令、大书法家褚遂良被贬到潭州后,在湘潭

题词改名而成。到了宋朝,湘潭学校教育受到重视。湘潭县址移到湘潭市区境内后,在县城设儒学,建立了多处文庙与佛寺。南宋

末年,为避战乱,江浙闽学者纷纷迁到湖南等内陆省份。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从荆州迁居湘潭,建立碧泉书

院,开坛讲学,招授门徒,首开“湖湘学派”之风。湖湘学派把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

以“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为核心思想的湖湘学派,对湘潭文化教育的发展功勋卓著。湖湘学派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英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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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一批注重经世功用、政绩卓著的仕宦,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如王夫之、曾国藩等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市井文化 

市井文化是来自于老百姓们质朴的、原始的、纯真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而生发的具有生活气息的、传统的和经久不衰的、特

色的文化现象,它传承于社会,并世代延续承袭。清朝初年湘潭民间盛传的十四首“竹枝词”就是一种记录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

的七言绝句。民间的生辰、祭祀、中元、节庆、禾苗治虫、酬谢大神等多以传统舞狮、地方曲艺、皮影戏、木偶戏等民俗活动

形式表达,民情风俗节日活动使老城区的公共空间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比如,每年端午节时的龙舟竞渡和插菖蒲、艾草和挂葛藤

活动以及元宵节的天符庙灯会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市井民俗活动。而会馆的神灵设置始终是会馆保持其完整性的首要条件和重要

部件,是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社会环境的熔冶,也规范了会馆发展的方向。 

5 结语 

湘潭位于湘江边,又是古时重要的津渡码头城市,可以说是津渡的商贸造就了湘潭古城的兴盛。研究湘潭古津渡文化,对研究

湘潭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战争破坏、政治运动以及城市开发等各种原因,湘潭历史街区越

来越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趋向于“千城一面”的样貌。因此,如何在对湘潭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的基础上,保留湘潭的古津渡文

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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