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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景 可 待 成 追 忆
——百年前外国人对长沙的观察记述

张湘涛

宇野哲人镜头中的长沙天心阁

爱德华·胡美镜头中的长沙西牌楼大街

长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在为建

设国际文化名城而努力。因此，我们很有必

要对长沙“国际化”的历史渊源作一番梳理与

回顾。

30 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的时候，长沙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

“走向世界”丛书。这一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

工程，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走出国门后，

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包括几部

清末长沙府人士的著作，如郭嵩焘的《伦敦与

巴 黎 日 记》、曾 纪 泽 的《出 使 英 法 俄 国 日 记》

等。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

涵，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嵩焘、曾纪泽及在此之前的魏源堪称中

国放眼看世界的先驱。然而，持有这种开放

思想的人在当时湖南尚属凤毛麟角，且受到

官绅势力的非议。可以说，湖南在维新运动

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

一。正当沿海及内地部分城市洋务运动兴起

之时，湖南社会却对外来文化表现出顽强抵

抗力，有学者将当时的湖南称为中国“大陆腹

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

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省城长沙则被

称为“铁门之城”。

从 1894 年到 1897 年，陈宝箴、江标、黄遵

宪、徐仁铸等具有新学思想的官员相继来湘

任职，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中心的具有维

新性质的官僚团体。“长官导之于先。”而本地

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新派人士

聚集长沙，“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大力倡言

和推行变法维新，使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

跃 成 为 全 国 最 富 朝 气 的 一 省 。 1899 年 、1904

年，岳州、长沙先后自主开埠，“铁门之城”终

于被打开。

长 沙 正 式 开 埠 以 后 ，外 国 资 本 主 义 的 政

治、经济、文化势力像潮水一般涌入长沙。各

国的工厂主、商人、医师、传教士和旅行者等

纷至沓来。在长沙立工厂、设洋行、建教堂、

办学校、开医院。而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

国即先后在长沙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其侨民

的利益。可见，“国际化”是一个双向流动的

过程。在长沙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

向长沙。当大批长沙学子远渡重洋，留学海

外，以惊奇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也

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长沙。他们用异

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土地以及生活

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长沙社

会 经 济 、人 文 地 理 、风 土 民 情 等 各 方 面 的 著

述 ，留 下 了 对 于 长 沙 世 相 百 态 的 观 感 和 评

论 。 无 论 是 从 历 史 研 究 、国 际 交 往 、文 化 交

流，还是长沙城市性格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视

角来看，这些著述都是一笔有待开发的历史

文化资源。

显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凌的年代里，外

国人对长沙和长沙人的描述往往带有或多或

少的歧视意味和灰暗色调，某些观点也明显

带 有 不 同 的 政 治 色 彩 ，这 需 要 读 者 加 以 辨

别。但是，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

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友善之心的描写。

作者或是在长沙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

或是政府所雇佣的外国官员和科技人员，或

是来长沙经商的商人、行医的医生、办学的教

师，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旅行家

等等，其角色类别之全，观察范围之广，内容

之细致深入，构建起了当时外国人眼中的长

沙形象。

外国人是怎样观察长沙和长沙人的，让我

们引述他们于清末民初所写的几段原文吧。

美国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中国十

八省府》中写道：“长沙看起来是中国最好的

城市之一，这儿没有常见的窄胡同里气味扑

鼻、灯光暗淡的景象。房屋漂漂亮亮，井然有

序；居民机警健康，精神抖擞。从苦力到哲学

家，各个阶层都自尊自爱；只要不染上鸦片和

威士忌的外国恶习，长沙人民将是大清帝国

的一支中坚力量。”

日本哲学家、汉学家宇野哲人在《中国文

明记》中写道：长沙“坡子街、南正街、太平街

及青石桥等繁华之处，或轿舆穿梭，或洋车奔

驰，背负肩担者，往来如织，摩肩击毂。又控

洞庭，带湘江，水运之便，四通八达，实是湖南

货物之一大集散地，而不待粤汉铁路之开通

也。不独贸易之上如此，旧来健儿多出湖南，

慷慨气节之士甚众。且有‘湖南绅士比地方

官 大 ’之 谚 ，北 京 朝 廷 之 中 ，湖 南 人 亦 成 重

心。若期待将来中国局势有所发展，湖南人

定占其中之重要部分，此一点无庸怀疑。”

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在《日本驻长

沙领事馆辖区报告》中写道：“地理条件的影

响支配着湖南人，从古以来就形成了中华的

别有洞天，促使湖南人文武独特，和一般的中

国人不一样，行为敏捷。如古代记载的佳话

那样‘士风古，世利淡，慷慨节，以不义为耻，

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以特性驯化其学

者、军人、政治家，伟人杰士辈出。”

美国传教士敦洛普、艾普在《美国遵道会

长沙报告》中写道：“这座城市的工商业都优

于本省的其他城市。在长沙沿江两岸可以看

到大型的工厂，与西方无差异。令人眼花缭

乱的商店柜台引诱着行人进到储备充足、一

应俱全的店内，店内买卖红火。长沙有中国

最干净之城的美誉，其主干道皆铺上了花岗

石 。 近 半 个 世 纪 前 长 沙 城 抵 挡 住 了 太 平 军

进 攻 。 在 南 方 重 要城市中，只有长沙做到了

这点。”

他们对长沙市井状态和百姓生活可谓洞

察入微，内心充满好感，笔下洋溢着一种朴实

无华的美。如：长沙雅礼医院院长、美国医生

爱 德 华·胡 美 所 著《一 位 美 国 医 生 在 华 三 十

年》说：西牌楼“有许多其他商店：银匠铺、铜

匠铺和金匠铺，它们可以生产出最美丽的器

皿。从西牌楼大街往上走一点，进入我们最

初打算设立医院的药王街，那里有城里最好

的 丝 绸 店 。 你 可 以 买 到 任 何 花 色 的 中 国 丝

绸，分别来自湖南、四川或东部沿海的浙江。

靠近丝绸店的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棉织品的

商店，也有些商店专营厚绒绸缎。还有其他

一些邻居。至少每隔八九个大门就有‘食品

店’或‘酒铺’以及‘承办酒席’的标志。饭店

到处都是，在食品的质量或客户的档次上有

区分。你可以点任何东西，从一碗米饭、一盘

蔬菜到一桌酒席”。

长沙雅礼中学美籍英语教师高德华所著

《执教在战时中国》说：“市区里成群的商店让

我惊讶。比如 6 到 8 个铁匠铺一起形成了小街

坊。这些店子，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每家店都有张活动的木门板，一位坐在店子

门口制作东西的学徒，老师傅在店内，住房在

店子后方或在楼上。制作、销售和住宿整合

为一。如果无树木的街道边没有店面林立的

话，你总是可以看到由石砌或砖砌的墙壁，10

到 20 英尺高。后来我知道这些是有钱人家的

围墙，只能通过一扇看起来仿佛很脏的小门

进入。如果你有幸进门，那么或许可以看到

一些相互连接的庭院，每个庭院都是露天的，

每个庭院都被平房和住宅包围着。”

浏览外国人对于长沙的各种著述，我们会

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

人对于长沙的观察记述，确有长沙人习焉不

察的独到之处。这大概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中

相当一部分是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长沙基层社

会的记述，还记录了许多政治事件和历史细

节，如他们亲身经历的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北伐战争、日寇犯湘、长沙大火等重大历史事

件 ，以 及 中 外 联 合 办 学 、办 医 的 许 多 动 人 细

节，多系亲历、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

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

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

忽视的史料价值。

（注：作者系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此文是作者为《外国人笔下的长沙》一书作的

序言。）

在自然界里有许多“独一无二”，人

世间也包揽了所有的“绝无仅有”。湖

南湘西龙山县的树比冲天楼，就是这

样的一个事物，它包揽了这些人们向

往的字眼。

薪火相承 400年

“靛房河流的油，树比有座冲天

楼。”在河运时代，土家纤夫在太阳河

就这样昂扬地传唱着，“四川有座峨眉

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树比有座冲天

楼，一只角伸到天里头。”在土家的古

谚里，冲天楼比峨眉山至少高三尺三。

就是这个冲天楼，在纤夫的传唱

中 、在 古 谚 的 心 口 相 授 中 ，在 湖 南 龙

山 苗 儿 滩 镇 的 树 比 古 村 薪 火 相 承 了

370 多 年 ，把 古 老 的 土 家 木 工 技 艺 及

建筑习俗传承到了今天。

树比原名“树碧”，距惹巴拉土家

文 化 风 情 园 4 公 里 ，由 小 树 比 、大 树

比、狠咱龙、阿枯 4 个自然寨组成。小

树 比 、狠 咱 龙 、阿 枯 是 大 树 比 的 外 延

发展。大树比全寨 88 栋民房，其中 21

栋转角楼，2 栋望月楼，1 栋四水屋，1

栋土家民居最长间：巴列榻王氏大长

间（15 排 14 间，右配转角楼）。村中除

了黎、向、舒、周、田等少数外姓人家

外，是清一色的王嘎。

树比王嘎是个外迁的家族，这个

信息显示在“三槐世第”“武库维新”

“ 竹 苞 松 茂 ”的 匾 额 中 和 王 嘎 始 祖 墓

上 。 树 比 王 嘎 发 端 于 始 祖 王 江 怀 的

迁 入 ，兴 于 三 世 祖 王 福 ，盛 于 四 世 祖

王文胜。早期的血统是：王江怀生王

情 、王 朝 两 兄 弟 ，为 二 世 祖 。 王 情 生

王福，为三世祖。这些血脉详细地记

载 在 挡 接 比 鱼 塘 财 狗 堡 三 世 祖 王 福

和寨中五世祖王章傲的墓志铭中：三

世祖王福是清顺治年间人，康熙年间

就 活 跃 在 周 边 的 土 家 山 寨 。 后 生 王

文（胜、林）、王龙（宇、海）4 兄弟，为四

世 祖 。 冲 天 楼 为 四 世 祖 王 文 胜 修

建。王文胜生王章（伴、傲）两兄弟，

为 五 世 祖 。 王 章 傲 生 活 在 乾 隆 至 咸

丰年间。从这时起，冲天楼的权属有

了 明 确 的 归 属 。 正 面 右 侧 由 王 章 傲

血 统 承 袭 ，左 侧 由 王 章 伴 血 统 承 袭 ，

一 直 沿 袭 至 今 。 后 王 章 傲 生 王 可

（福、贵、双、瑞、太、文、武）八兄弟，为

六 世 祖 。 到 如 今 树 比 冲 天 楼 已 承 袭

到了第 15 代。

另类经济的见证

一 个 村 庄 延 续 了 400 多 年 ，一 栋

楼完成了 370 多年的历史穿越，这应

该是一个传奇！

根据经济学规律，一栋楼、一个古

村都对应着一个经济形态，都包含着

一 个 家 族 的 兴 衰 。 树 比 古 村 和 冲 天

楼 也 始 终 没 有 脱 离 这 个 桎 梏 ，“ 你 屋

雄（土 家 地 方 语 ，富 有 的 意 思）你 屋

雄，你屋没起（建修）转角楼”和“你屋

雄 你 屋 雄 ，你 屋 没 起 冲 天 楼 ”的 民 间

俗语揭示的就是这个规律。

树比古村和冲天楼得益于古村强

势的传统农业和鸦片种植。正因为这

个基础，才有了冲天楼几百年的传奇。

树比王嘎兴于清初，盛于晚清、民

国。最为强盛期拥有一支 100 多人枪

的队伍，田土权属延伸到周边的苗儿

滩 、靛 房 、坡 脚 、它 砂 、凤 溪 、洗 车 等

地 域 。 晚 清 、民 国 间 ，树 比 曾 一 度 成

为 龙 山 境 内 的 鸦 片 种 植 基 地 。 虽 然

鸦 片 何 时 进 入 树 比 的 年 代 已 无 法 考

证，但鸦片种植为树比王嘎老财们带

来 的 巨 额 利 润 却 是 千 真 万 确 的 事

实。在夏季，罂粟花开遍树比山坡地

头 ，红 的 、紫 的 、白 的 。 为 了 尽 快 生

产 加 工 鸦 片 获 得 收 入 ，王 嘎 老 财 就

命 令 长 工 在 鸦 片 种 植 区 择 地 建 造 熬

制 鸦 片 的 土 窑 。 把 收 获 的 生 鸦 片 经

过 熬 煮 和 发 酵 制 成 条 块 状 或饼状的

熟鸦片，然后卖到外村去。

如今，在树比名叫王巴饶和厅集

的 地 方 ，在 青 松 翠 柏 的 掩 映 下 ，残 破

的土窑仍在讲述着历史的辉煌。

天人合一的风水

土家人重风水因果，喜欢把结局

与命理拴在一起，把寨和屋的枯荣与

风水联在一起。背依绵延的群山，前

有 拱 手 作 鞠 的 山 峦 ，左 右 群 山 拱 卫 ，

山势呈“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

蜒，白虎驯服”之势；前面河溪蜿蜒，

这 种 形 势 被 土 家 人 视 为 风 水 宝 地 。

而树比古村背倚血的豹（山名），前望

比寨界，左承喜恋寨（山名），右靠多

且 山 ；前 由 靛 房 河 、桑 泽 沟 、庙 沟 环

绕，呈山环水抱、山峦拱卫之势，与风

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布局不谋而合。

“坟打尖山屋打垭”，这是土家人

选 择 阴 阳 宅 基 地 的 传 统 理 念 。 冲 天

楼 坐 南 朝 北 ，正 面 打 着 比 寨 界 口 ，正

“ 屋 打 着 垭 ”，且“ 垭 ”后 有“ 山 ”（案

山）。 照 风 水 的 说 法 ，理 想 的 宅 基 地

要“龙”“穴”“砂”“水”俱全。从冲天

楼 宅 基 地 选 择 和 周 围 的 山 水 形 的 布

局来看，冲天楼正坐在“山水交融，阴

阳融凝”的穴位上，与“龙”“砂”“水”

自 然 形 胜 共 同 成 就 了 冲 天 楼 的 风 水

概 念 。 这 个 概 念 不 但 让 冲 天 楼 气 血

两旺，更是让冲天楼四季沐浴在阳光

中，让楼中人视野开阔，心情舒畅，愿

能所及。

古时，在进寨的咽喉路口修了一

座卡门（寨门），额书 “芙蓉国里尽朝

晖”，名曰：卡门榻。这座卡门是按风

水中“防守、藏匿”的要求布局，有“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今天的卡门

是 后 来 新 修 的 ，也 书“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 ”。 莫 看 今 天 的 树 比 交 通 闭 塞 ，是

个 特 困 村 ，但 在 那 个 饱 受 洪 水 侵 扰 、

兵荒马乱的年代可是个风水宝地。

面山背水，山环水抱，不但让树比

古村和冲天楼有了灵气，更让冲天楼

具备了几分神秘。

“以一概全”纯工艺

冲天楼建修于清康熙年间，到如

今已传了 15 代，已有 374 年的历史，是

土家建筑工艺的活化石。

冲天楼由正屋、石阶缘、岩平坝、

排水沟 4 部分构成，占地 10 余亩。冲

天楼建筑结构复杂，按前堂后厅的规

制 建 造 。 前 屋 为 堂 屋 ，五 柱 八 棋 ；后

屋为厅堂，四柱八棋；正屋后为拖步，

左右侧为偏刹；拖步与偏刹连接处为

磨 角 ，又 叫 龙 眼 ；正 屋 左 右 配 有 转 角

楼；大小房间 40 余间。冲天楼面阔七

柱六间，进深正屋四间，拖步两间；分

左右两区，天厅平整；地基前低后高，

前 堂 与 后 厅 由 青 石 台 阶 相 连 。 前 堂

后厅设有神龛，上供家先牌位。神龛

上挂匾额。后厅天厅为冲天楼子。

古 老 的 冲 天 楼 是 可 以 算 出 它 的

长、宽、高的。土家木匠黎代明说，土

家民居柱高、柱距、枋距、棋距的尺码

是 约 定 俗 成 的 。 如 民 居 棋 与 棋 或 柱

之间每棋间距 2 尺 5 寸，即进深一步 2

尺 5 寸 ；枋 与 枋 之 间 每 枋 间 距 1 尺 3

寸，即高一步 1 尺 3 寸；四柱、三柱、五

柱 之 屋 在 土 家 民 间 最 为 常 见 。 棋 的

多少因柱的多少而定，其中四柱八棋

之 屋 最 为 普 遍 ，三 柱 六 棋 次 之 ，五 柱

八棋再次之。

冲天楼有两个凸出天厅的冲天楼

子，高 10 余米，为三重檐飞檐翘角结

构。冲天楼子为穿梁结构，每重低座

由四根枕木结构为“□”形，成十字架

梁 ，由 四 十 八 柱 、枋 、挑 穿 梁 构 架 而

成，其中柱（拱）、枋、挑各十六。冲天

楼天厅内侧吞水面约 400 平方米，雨

季 排 水 靠 冲 天 楼 子 和 天 井 屋 檐 的 棬

槽 排 向 左 右 偏 房 瓦 面 。 排 水 系 统 采

用 了 八 卦 构 造 ，取 阴 阳 轮 转 之 势 ，绝

妙 工 艺 让 人 叹 为 观 止 。 冲 天 楼 子 除

了增添冲天楼的气势和壮观外，透光

纳凉、吸气排浊是它的主要功能。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转角

楼 ，岩 匠 难 打 岩 狮 子 ，铁 匠 难 滚 铁 绣

球 。”可 见 土 家 转 角 楼 工 艺 的 绝 妙 。

而 冲 天 楼 ，它 不 但 包 括 了 转 角 楼 、四

水屋、窨子屋等土家所有合体建筑工

艺，还包括了土家 N 柱 N 棋的民居结

构 形 式 ，其 工 艺 的 复 杂 程 度 可 想 而

知 。 冲 天 楼 由 于 俊 美 的 外 观 形 象 和

复 杂 的 建 筑 工 艺 以 及 所 包 含 的 土 家

建筑形制，因而被建筑、文物、民俗专

家 称 为 经 典 的 土 家 建 筑 范 本 和 “ 活

化石”。

走出山门一名楼

2011 年，树比冲天楼荣登湖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榜单。

如 今 ，冲 天 楼“ 活 ”着 ，顽 强 地 屹

立着。

熊熊的火，黑黑的炕，土家腊肉在

飘 香 ，西 兰 卡 普 在 绽 放 ，袅 袅 炊 烟 在

荡 漾 。 逢 年 过 节 ，婚 丧 嫁 娶 ，生 老 病

死，土家古俗在约定俗成中弘扬。教

授来了，学者来了，木匠来了；考古的

来 了 ，民 俗 的 来 了 ，建 筑 的 来 了 。 老

百 姓 也 来 了 。 写 了 ，画 了 ，摄 了 ，量

了，冲天楼长了翅膀，飞了。

冲天楼不可复制。它是世界的唯

一，中国的唯一，武陵山的唯一，土家

族的唯一。

冲天楼，“虽由人造，宛若天开。”

冲天楼：土家楼宇的古老“活化石”
黎代华

土家建筑冲天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