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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深厚的文化
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
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荆楚文化丛书·胜迹系列：荆楚古城风貌》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
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
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胜迹系列：荆楚古城风
貌》，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
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荆楚古城风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天造地设——荆楚名城的地理因素
一、自然地理因素
1．荆楚的自然地理环境
2．以江河为依托的城市本性
3．山区筑城的地质地理条件
二、人文地理因素
1．经济基础
2．人口聚居状况
3．军事因素
4．交通因素
5．政治版图的变化
三、荆楚名城的基本特征
1．依山傍水的优美景观
2．人文理念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3．发达的水运码头文化
第二章 源远流长——荆楚名城的历史轨迹
一、荆楚名城发展的基本脉络
1．江汉平原是荆楚名城的发源地
2．商周时期的城邑文明
3．东周楚国的城邑文明
4．秦汉时期的城邑文明
5．三国南北朝的纷争与各地城邑的兴建
6．隋唐时期中心城邑的渐次东移
7．宋元明清时期的城邑发展
二、荆楚名城演变的几条规律
1．由平川向山地扩展
2．由不断变迁而趋向固定
3．由点到面、从小到大的发展趋势
4．中心区域从江汉平原西部向东部转移
第三章 远古踪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邑
一、城垣与壕沟显示的文明火花
1．新石器时代古城的发现与主要特征
2．江汉平原的“英雄时代”
二、石家河古城遗址
1．石家河古城概况
2．石家河古城的性质和用途
3．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
三、门板湾古城遗址
1．门板湾古城址概况
2．门板湾古城的性质
3．建筑技术发展状况
四、其他主要古城遗址
1．阴湘城城址
2．鸡鸣城古城遗址
3．走马岭古城遗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荆楚古城风貌>>

4．马家垸古城遗址
5．城河城址
6．陶家湖古城址
7．叶家庙古城遗址
第四章 辉煌江城——武汉
第五章 兵家重镇——襄阳
第六章 江汉明珠——荆州
第七章 川鄂咽喉——宜昌
第八章 荆楚腹地——荆门
第九章 襄汉锁钥——随州
第十章 南北枢纽——孝感
第十一章 大别瑰宝——黄冈
第十二章 矿冶古都——鄂州与黄石
第十三章 湘鄂咽喉——咸宁
第十四章 土家故土——恩施
第十五章 新兴古城——十堰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荆楚古城风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考古上看，1996年，阅马场武昌路辎重营街危房改造工程，在不到1000平方米的
范围内，发现4座五代时期吴国的土坑墓。
这些墓的墓口距地表6米多深，场地又窄，清理起来很困难，考古工作者只清理了其中的两座。
其具体年代，一座为大吴乾贞二年（928年），一座为“庚寅”年（930年）。
2000年，彭刘杨路东端的湖北剧场改建，发现唐代砖室墓3座，五代土坑墓2座。
地形上，湖北剧场与辎重营街相近，同属蛇山南麓坡地，这儿的唐与五代墓葬应该是连成一片的。
 中国传统的埋葬习俗，战国秦汉以来，死者一般葬于城外，只有极少数特别的墓葬（一是特别的大人
物，如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一是婴儿墓，如武昌育婴堂后的万婴墓地）才安置在城内。
唐与五代成片的、非特别的墓葬在蛇山南麓，确切表明当时这一带是城外而不是城内。
此外，蛇山、凤凰山上的古城垣，至今尚有遗迹可寻，而蛇山以南地区，根本见不到所谓唐代城垣的
任何踪影。
这些考古材料清楚表明了唐与五代鄂州城垣的范围。
 南宋鄂州外城垣四至范围，和唐代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北、东、西三面不必多说。
仅从南面看，陆游《入蜀记》“城外南市也数里”与范成大《吴船录》‘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
、“南楼⋯⋯在州治前黄鹤山上⋯⋯下临南市，邑屋鳞差⋯⋯”都限定了南垣就在蛇山上，蛇山以南
都是城外。
 当然，城与市是两个不同概念。
城外有市，有很多居民环城而居，在历史上是一个普遍现象。
宋代城外沿江分布的南市，规模很大，从今大成路延伸到了武昌造船厂一带，其历史不仅可达于唐，
还可上溯到汉末三国。
它们是鄂州城市的一部分。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攻克武昌，依元朝制度设湖广行中书省。
明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元制，在全国设置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
武昌为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行政）及湖广提刑按察使司（刑事监察）、湖广都指挥使司（军事）治所
。
此外，武昌府衙、江夏县衙也在此地。
成批衙署与附属机构，占满了原来的武昌城。
又因朱元璋第六子朱桢分封为楚王，将王府基址选在了蛇山南麓直到紫阳湖的大片地区，加上蛇山以
南直至今武昌造船厂的沿江区域早已形成重要的商业区（即唐宋南市），需要加以重点防护。
所以，在立国之初的洪武年间，布政使司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倾全湖广之力，对武昌城进行了大
规模的扩建与维修。
从明代武昌城的城砖上的铭记可以看出，为了修筑武昌城，仅用砖一项，就动员了长沙府、武昌府、
黄州府及岳州、兴国州等好几个府州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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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荆楚古城风貌》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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