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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与清末民初汉口的城市生活

方　秋　梅

[摘　要]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 ,而且积

极促进了汉口城市消防 、社会组织 、城市居家卫生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 ,提升了清末民

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平 ,在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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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在近代中国城市产生后 ,在不断推广的过程中日渐广泛地被饮用和应用于饮食之外的其它

领域 ,对城市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汉口是早于北京后于上海 、天津 、广州而最先使用自来

水的近代中国城市之一 ,目前有关上海 、天津 、北京 、广州城市自来水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①
,它们

有的关注自来水公司与政府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有的关注自来水的产生所带来的市政进步与城市现代

化的发展 ,有的关注城市供水系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 ,有的则更注意到自来水供应在华 、租两界所

产生的不同社会作用及其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1](第 52 页)。而学术界对于汉口自来水的研究 ,则基

本上局限于论述自来水生产本身所代表的城市工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城市公用事业进步的层面 ,对于

自来水给城市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却缺少深入的研究
②
。有鉴于此 ,本文拟就自来

水对于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诸方面影响展开论述 ,希望有补于近代汉口城市史研究。

一 、自来水产生以前汉口城市居民的饮水状况

在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水厂的输水管第一次输出清洁的自来水之前 ,整个汉口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

平一直停留在传统的汲食自然水源及明矾清水的阶段 。

在雍乾时代的汉口 ,沿襄河(即汉江 ,亦俗称小河)一带 , “家少凿井 ,多仰汲于襄河” ,由挑水夫挑运

到各家各户。因汉口市区人烟稠密 ,街巷狭窄 ,故市区内开辟有水巷 ,以方便挑水夫挑卖饮水。汉口竹

枝词云 , “坐空向满一沙滩 ,士女哄嗔行路难。九达街头多水巷 ,炎天时节不曾干”
[ 2]
(第 6 页),就是挑水

夫挑运江河水致使水巷长年累月湿漉漉而不便行旅情形的真实写照。沿长江一带居民则多饮用长江

水。这样长江和襄河之水 ,成为汉口城市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因此 ,在自来水产生之前 ,汉口居民饮

用水主要靠挑水夫运送售卖的江河水。

根据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的记述 ,在清末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事业诞生前夕 ,整个汉口城市居民

饮用水的大致情形如下:

华人多以经过明矾澄清的清水作为饮用水 ,而外国人则使用过滤器将这种明矾清水过滤

为净水后才进行食用;在华人中 ,不同层次的居民饮用水情形也很不相同 ,只有中上层人家才

如外国人那样饮用过滤后的明矾清水 ,而广大的下层社会普遍使用明矾清水 ,甚或使用只是经

过自然沉淀后的江河水
[ 3]
(第 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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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载 ,在租界 ,英商汉口电灯公司还曾生产少量的净水 ,以供居民饮用[ 4](第 376 页)。因此 ,从总

体上讲 ,在自来水产生以前 ,汉口租界居民的饮用水水平总体上高于华界居民。

二 、清末民初自来水在汉口的产生及其在饮用范围内的推广

(一)自来水在汉口的产生

在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 ,汉口的华洋商人都想创办自来水公司。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属意华商办理而华商在此间又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故创办自来水公司之事一直没有结果。后来 ,宁波

籍富商宋炜臣邀集了一批华商申请创办既济水电公司 。1906年申请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后 ,宋炜

臣等立即开始准备建厂 。当时 ,水电两厂同时筹建 ,电厂于 1908 年阴历八月首先落成 , 而水厂直至

1909年初方初具规模 ,整个供水设施迟至 1909年阴历六月才完工 ,正式供水直到当年 8 月才开始 ,日

供给能力为 500万加仑[ 5]
(第 1 页)。从 1909年 8月 4日开始 ,既济水厂自来水免费在华界送水 1个月 ,

此后方正式向汉口居民有偿输送自来水 。从此 ,汉口城市饮用水步入机器制水 ———自来水时代 ,城市居

民的日常饮水逐渐摒弃传统的江河水 、井水及明矾清水 。

(二)自来水在饮用范围内的推广

在清末民初的汉口 ,自来水饮用经历了一个渐进式推广的过程。

汉口城市居民对自来水饮水从惧怕到接受 ,是自来水在汉口推广的最初表现。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

在销售之初即遭遇到来自民间社会的强大阻力———挑水夫的反对。早在既济水厂输送自来水的水塔建成

之前 ,那些以挑卖江河水为生的挑水夫 ,因担心水厂建成 、自来水销售之后失去生计而散布谣言 ,以便抵制

自来水。然而 ,水塔还是不以挑水夫们的意志为转移建成 ,水厂最终还是输水 、售水 。既济水厂的输水 、售

水使得挑水夫如临大敌 ,他们又“散布流言 ,说自来水是经过机器打出来的 ,含有毒质 ,饮之将致疾病”。这

种谣言使得“既济公司业务的推广 ,因之大受影响”。显然 ,居民们因为谣言而惧怕饮用自来水。既济水电

公司总经理宋炜臣为此非常忧心 ,他于“某日断然率领工头带玻璃杯一只 ,就沿街装设之龙头当众取水 ,连

尽数杯 ,观众叹服而谣诼不攻自破”
[ 6]
(第 11 页)。自此以后 ,汉口居民逐渐开始接受自来水。

既济水电公司通过对居民的晓之以理 ,导之以利 ,促进了自来水饮用的逐渐推广。所谓“先前口说

是安自来水可以救火 ,可以卫生 ,大便宜哩 ,以那些好处 ,谎我们大家吃他的水……我们先前未吃他的

水 ,劝我们吃他的水的时候 ,起码每月只要六角” [ 7](第 3 张),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反映 。

1917年夏 ,既济水电公司根据汉口定居居民及流动居民不愿出资装管而未能使用自来水的情况 ,

变通自来水销售服务方式 ,决定以 6个月为期限 ,居民如有自愿出资装设水管者 ,仍照公司旧章办理 ,如

果有不愿先给管资而需用自来水者 ,均可以至公司挂号 ,将装管之家姓名 、坐落地段及门牌号码 、人口数

目 ,在安装申请书上写明 ,公司派人接洽后 ,按挂号的先后次序 ,代为安设。装管 10丈以内的 ,概不收取

管资 ,除每月水费照章付给外 ,只须纳管租。如果安装 4分小水管 ,每月需纳租洋 1角;如果安装 6分小

水管 ,每月需纳租洋 1角5分;如果安装 1寸小水管的 ,月需纳租洋 2角;如果安设的水管程度超过了10

丈 ,则需要另议收费的多少[ 8]
(告白第 1 页)。这样 ,部分因吝惜装管经费而未能用上自来水的居民尤其

是流动居民 ,自然比较乐于使用自来水了 ,汉口自来水市场因之进一步拓展 。

1922年 ,既济水电公司决定提高水电价格 ,汉口居民起而反对 。公司决定对于当年新安水管用户 ,

不予加价 ,即以价格优惠的方式稳住新用户[ 9]
(第 3 张)。对于老的自来水用户 ,公司还派人调查水龙头

损坏的情况 ,特登报通告 ,“如有龙头损坏者 ,务必立时来公司报告或通知” ,“当即派匠修理 ,不取分文” ,

并公布了公司的维修电话 ———257
[ 10]

(第 2-3 版)。公司在营业上灵活对待新老用户 ,改善服务质量 ,吸引

了更多居民使用自来水。

售水方式的增多 ,也是自来水饮用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水管向市区各处输送自来水 ,是既济

水电公司自来水销售的最基本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 ,既济水电公司还在市区各路段派人安放龙头 ,售卖

零水(即水桩售水),以便利居民。其售水时间每天自早晨 7:00起 ,至午 12:00止。到了夏季 ,挑卖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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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挑水夫还会要求公司延长卖水时间 ,以方便自来水买卖 [ 11](第 2 张新闻第 3 页)。水桩售水极大地方

便了无力或不愿装设自来水管的居民使用自来水 。1925年 ,既济水电公司对于不便安设自来水管的水

上船户用轮船送水 ,按量收费 ,这就是轮售自来水 。自来水售水方式的增多 ,使得其销售对象大为扩展 ,

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汉口居民饮用自来水的几率。

既济水电公司不断拓展自来水营业区域 ,是自来水饮用推广的又一重要原因。

既济水电公司最初计划铺设水管 、安装电灯的具体路段为华界黄陂街 、河街及夹街 ,它们是旧市区内

商业最发达的地段[ 3]
(附录之第 19页)。而实际上自来水在旧市区内设管最早区域为民生路(即原张美之巷

至后城马路一线 ,笔者注)以上至硚口地段[ 12]
(第 52 页)。1910年 ,汉口各国租界要求既济水电公司设管供

给自来水 ,1911年自来水营业就拓展到租界。该公司 1911年 6月招股广告中显示的信息表明 ,租界至少

从1911年 4月就部分地开始使用既济水电公司的自来水 。通往租界区的供水管网从水塔引入 ,经歆生路

(今江汉路之一段)、天津街(今天津路)、克勒满沙街(今车站路之一段)、皓街(今一元路)、禄街(今三阳路)、

宝街(今五福路)到大正街(今卢沟桥路)止 ,覆盖全部租界范围 。供水管径大则 660mm ,小则 100mm 不

等[ 4](第 376 页)。这样 ,汉口各国租界步华界之后尘 ,也先后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

1926年 ,既济水电公司增设了 1根长 22 000尺的口径 30寸输水钢管 ,经过今中山公园(当时在京

汉铁路以西)抵达水塔附近。于是 ,京汉铁路以西后湖的部分华界地区也开始饮用上自来水。而稍早开

始的轮售自来水则将自来水饮用区域从陆上拓展到水上。

自来水输送区域的拓展 ,进一步增加了汉口居民的自来水饮用几率。据统计 ,宗关水厂所输出的自

来水中 , 将近 1/2为各国租界所用[ 4]
(第 376 页)。当时 ,租界的人口远远少于华界 ,其用水量竟如此之

大 ,由此不难推知租界自来水饮用几率远较华界高 。

自来水饮用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在清末民初的汉口得到推广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自来

水廉价。外国人曾载述民初汉口居民饮水的情形时说 , “汉口距离河流远的地方吃水的费用甚高 ,居民

生活因之感到困难” ,而饮用自来水较挑吃江河之水耗费低廉。正因为饮用江河水不一定比饮用自来水

划算 ,所以自来水并不像当时的电灯那样“仅利富户” ,而是能够“兼惠贫民” ,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所

接受
[ 13]

(《实业志》)。当然 ,自来水清洁且取用方便 ,也是它逐渐能够为城市居民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挑水夫的逐渐消失 ,则直接反映出自来水饮用在汉口市区的推广进程 。1917 年 ,汉口居民反

对水电加价时称 , “先前电灯 、机器水 ,不能普及的时节 ,巴结我们用户安设 。现在安设的多了 ,他一天一

天的专横起来……至于机器水一层 ,挑水夫(这是指挑卖江河水的传统挑水夫 ,笔者注)多已改了脚”
[ 14]

(新闻第 3 , 5 页)。市区内传统挑水夫数量的迅速减少 ,正好表明自来水饮用在市区推广速度之快 。在

同一年稍后的时间里 ,既济水电公司在推广自来水时说 , “汉口为通商大埠 ,土著客籍 ,户口本极繁多。

近年房屋建筑日增 ,人烟愈行稠密 。本公司前因地方卫生起见 ,开办自来水以来 ,早承各界乐用 ,无待赘

述。但现经调查 ,尚未获普及 ,应用欠然”
[ 9]
(告白第 1 页)。这说明汉口城市的不断发展使得市区内自来

水饮用的推广 、普及始终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拓展状态之中。到了 1922年 ,为反对自来水加价 ,

汉口居民又说 , “先前未吃他的水时间 ,还可以天天有人挑水上门 ,或可以雇人挑水吃。列位 ,现在他们

把穷人的生计夺去了 ,无人挑水”
[ 9]
(第 3 张)。“无人挑水”(即无人挑卖江河水),或许失之过于夸张 ,而

挑卖江河水的传统挑水夫基本上“改了脚”则是极有可能的 。

传统的挑水夫 ,他们为汉口市区居民提供日用所必需的饮用水 ,从身为城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

色 ,到“多已改了脚” ,再到他们作为一种传统的职业载体在市区内的基本消失 ,这一切就发生在 1909年

到 1922年间短短 10余年的时间里 。昔日为市区居民饮水所赖的传统挑水夫身影的日渐消隐 ,从一个

侧面生动地展示了清末民初自来水饮用在汉口市区逐渐推广的历程 ,传递着汉口城市社会大步向前迈

进的历史信息。

自来水作为清洁的日常饮料逐渐取代传统的日常饮料 ,是近代汉口城市饮用水史上的一场革命 ,它

既是汉口城市居民日常生活质量提高的最重要表征之一 ,又是近代汉口城市居民生活逐渐迈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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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三 、自来水应用对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

自来水的基本功能是饮用 ,但随着自来水输送区域的拓展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事业所发挥的

社会功能也逐渐增强:自来水不仅仅作为新型饮用水对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日常饮用产生着深刻的

影响 ,它还逐渐被应用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 ,其对当时汉口城市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之远远

超出了饮用范围 。

汉口城市的消防事业越来越依赖于自来水。自来水产生之前 ,汉口消防用水水源主要是储备江河

池塘水和雨水 ,消防备水之具主要为防火水缸(又称太平池)、消防水桶(也称太平桶)乃至市内天然的小

水塘。自来水产生之后 ,以其输送的源源不绝而远远优越于传统的水源 ,很快就被应用到城市消防领

域 ,新式的消防设施亦得以应用到汉口消防领域 。既济水电公司在各处安设消防水门 ,以方便救火取

水。1918年 ,自来水管道也基本纵横成网 ,每条街的两侧 ,在一定的距离内都设有水门[ 15](第 365 页)。

水门的安设由此更加普及 。与此配套的新式灭火机也开始出现在汉口。消防水门在市区安设与逐渐普

及 ,新式消防机器的出现 ,强化了消防基础设施。借助于新式的消防设施 ,自来水逐渐取代传统的消防

用水 ,成为汉口城市消防最重要的水源 ,在近代汉口城市消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自来水不仅

本身成为近代汉口城市消防灭火的利器 ,还曾是推动近代汉口城市消防设施更新的主要动力之一 。

对于自来水在汉口城市消防方面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人已有深刻认识:“自来水之便民 、救患 ,尤为

民生之必不可少” [ 13](《实业志》)。民国末期则有人以其切身经历作了如下论证:

“在汉口未创设水厂以前 ,武昌居民 ,往往夜间看见西北天空发红 ,大家都说 ,汉口又失火

了! 又不知要烧几十家呢 ! 因为汉口人烟稠密 ,时常失火 ,每次失火 ,往往一烧几十家 ,几百

家 ,不以为奇。曾记前清光绪二十二年发生大火一次……共烧八千余家。又于光绪二十五年

阴历八月十六日 ,发生空前大火……烧了几万家 ,烧死几千人 ,这是多么可惨的事! 因为那是

不但无自来水 ,并且救火的水龙 ,也是老式的 ,手摇龙 ,人挑水 ,一切迟笨 ,所以一烧几十家 ,几

百家 ,并不算奇事。后来有了自来水 ,到处装置水门 ,新式救火机 ,也就逐渐置备起来 ,水塔顶

上 ,设有瞭望哨 ,装有警钟 ,哨中日夜有人瞭望 ,一见火起 ,马上敲起警钟 ,报告地段 ,救火机闻

警而至 ,不过烧一两家 ,火便扑灭了 。试想自来水每年所救护的财产有多少呢?”[ 6](第 8页)

文中对自来水的消防功能显然有夸大之嫌 ,因为民初汉口安设水门的市街地段不乏遭受火灾的 ,而且火

灾损失也有很多不止烧一两家的。但汉口市区火灾损失因自来水的产生而大幅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 ,

凡是在安设水门 、或是消防水龙不便进入的过于狭窄的街段 ,在失火时只要既济水电公司能够及时输送

自来水 ,一般较少造成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自来水在消防领域的应用以及由此带来消防设施的改进 ,推动着同时也标志着汉口城市基础设施

朝着现代化方向大步迈进 。

几乎在自来水出现的同时 ,新的华界城市社团组织得以发育 ,救火会 、保安会 、消防会等街区性自治

组织伴随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的产生而产生 。到 1910年时 ,汉口共有救火会等街区性自治组织 16个。

同年 10月时 ,各段救火会甚至准备组织联合商团 ,只是由于商会人士的反对而未能如愿 。后来 ,这些救

火会在 1911年 4月终于结为一体 ,这就是汉口各团联合会 ,它在辛亥首义中 ,组织各段救火会 、保安会 、

消防会之类的街区性自治社团组织纷纷行动起来 ,积极响应民军起义 ,协助民军的军事行动 ,自觉维护

战时城市治安 、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消防活动。1911年之后直至民初 ,汉口各团联合会下的救火会 、保安

会 、消防会等民间社团组织多达30余个[ 13]
(《建置志》),它们成为汉口城市消防的主力军。虽然我们不能

将清末民初汉口华界街区性自治组织的产生 、发展完全归功于自来水 ,但是在清末民初汉口新的华界社

团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自来水明显地起着催生与促进的作用。

近代汉口城市家居卫生和公共卫生也随着自来水的逐渐推广而大有改善 ,居民的公共卫生观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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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发生了变化。自来水产生以后 ,马上影响家居 ,因为“自来水的引入 ,刺激了人们在住宅区和商业区装

备厕所的愿望” [ 16](第 137 页),由此推动了室内家居卫生状况和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 。人们开始用自来

水冲洗住宅内和街巷内的厕所;租界还用自来水洒润街道 ,以保持道路的整洁。华界的后城马路也开始

由官方市政机构负责洒水 ,以遏制道路上飞扬的灰尘 。汉口租界的公共环境卫生遂因自来水的使用而

有明显改观 ,各租界区街路常年保持着整洁 ,令华界居民羡慕不已;而华界则未能如租界那样充分地利

用自来水来改善公共卫生 ,以致“触目者尘土蔽天 ,跌足者马孛充地” 。人们对华租两界同居一城而公共

卫生方面直如两重天的巨大反差 ,既感到惭愧 ,又感到愤怒 ,他们在媒体上公然严厉批评华界市政当局

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失职 ,呼吁华界士绅和官吏振作改观。1921年 ,当负责洒水的马路工程局失职 ,

“久不洒水”时 ,竟然有“一班商民为公共卫生起见” , “在督省两署呈控该局局长”[ 17](第 3 张)。而在自来

水产生以前 ,商民们是不可能因为不洒水而对官办市政机构进行呈控的。如此情形说明清末民初汉口

市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在自来水产生以后明显增强了。

自来水在汉口的逐渐推广 ,对于减少市区内传染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霍乱是自来水产生前汉

口常见的也是最可怕的传染病之一 ,时人称之为“虎列拉” 、瘟疫 ,它主要通过水源传染 。1902年夏 ,汉

口爆发了霍乱 , “死亡者已不少”
[ 3]
(第 68 页)。自来水逐渐普及之后 ,霍乱传染的烈度自然杀减。

对于自来水能够减少瘟疫的卫生作用 ,当时的武汉人早有觉察。有人回忆说:

“曾记民国初年间 ,我住武昌城内 ,当那年夏秋之交 ,武昌城内外 ,瘟疫流行 ,因瘟疫而死的人

的确不少。那时想到汉口人烟 ,比武昌稠密得多 ,何以反无瘟疫? 我心中不免觉得很奇怪!有一

天 ,过看一位名医 ,我就把这个问题来问他 。他答道:̀汉口有自来水 ,武昌没有自来水 ,凡是距离

江边近的居民 ,汲水方便 ,有江水喝 ,那距离远的人 ,汲井水湖水塘水作饮料 ,这些水里微生物多 ,

又不清洁 ,喝进肚内 ,如何不害病 ?如何不死? 所以瘟疫盛行。汉口虽然人烟稠密 ,因为有自来

水 ,自来水是过滤的 ,消过了毒的 ,极其清洁 ,喝了不生病 ,所以瘟疫就绝迹了。”[ 6](第 8 页)

说汉口因有自来水而瘟疫“绝迹了”显然也失之夸张 ,但这种通过亲身经历来夸大地讲述自来水防疫作用

的做法 ,其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民初武汉人已经深切认识到自来水有利于防疫;汉口因有了自来水而较

处一江之隔但没有自来水的武昌更少疫病流行之苦 。一句话 ,自来水的推广和逐渐普及对清末民初汉口

城市疫防卫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商业领域 ,自来水的产生在汉口还催生了新的营业类别的商店 ———经营自来水和自来水器具的

商店 。特别区(即原徳租界)五码头的李泰兴 、新庆里对面的宝庆公司 ,俄租界汉成北里的美隆公司 ,法

租界伟英里的汉华公司 ,英租界洞庭街的顾法利等就属于此类商店[ 4]
(第 376 页)。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自来水输送辅助设备的水塔 ,它不仅成为了火警瞭望台 ,而且以其鹤立鸡

群 、足以凭眺三镇的高大身躯 ,以及在当时极具魅力的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标志性身份 ,成为清末民初汉

口乃至武汉三镇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吸引市民前往观瞻 ,成为史志报刊乐于载列的市内名胜。

综上所述可知 ,自来水的使用不仅革命性地提高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居民饮用水质量 ,而且积极促

进了汉口城市消防 、社会组织 、城市居家乃至公共卫生等方面发展 ,提升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现代化水

平 ,在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注　释:

①　有关城市自来水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谭慧施的《晚清民国时期广州自来水事业与城市近代化》(广州大学 2007 年硕士

学位论文)、刘海岩的《20 世纪前期天津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变迁》(载《近代史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而此前有关上

海 、北京 、天津三个城市自来水的研究成果请参考刘海岩该文的介绍。

②　主要成果有: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汉口

租界志》(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武汉市志 ·城市建设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版)、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武汉市志·工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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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Water &Hankou City' s Society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Fang Qiumei

(Institute for City , Jianghan Univ ersity , Wuhan 430056 , H ubei , China)

Abstract:The use of running w ater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ook an

impo rtant posi 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nkou city' s so ciety , because it not only great 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drinking w ater in Hankou ,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ire protection , so cial

org anizations , fami ly hyg iene , public heal th , etc , and the level o f Hankou ci ty' s modernizat ion.

Key words:running w ater;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Hankou;development

of ci ty' s socie ty;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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