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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大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发掘了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从中梳理出历史
文化的内质及特色。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论述精辟，具有说服力。
同时，是把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寻找目前我国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难的症结所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值得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及村镇在保护、整治、更新与利用方面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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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昌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
专家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长期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巡视员，主管全省城市规划和名城保护，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
究与实践探索，主持编制了《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筹划并组织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并一举获得成功，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功臣”。
著有《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思考》、《中国建筑艺术全集12佛教建筑(一)北方》、《太原城市发展报
告》等书，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与他人共同创作过电视剧《攻克太原》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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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同历史文化名城概要　　第一节　历史地理要素及其区位特征　　一、历史沿革　　
大同位于晋北边缘，山西省最北部，内外长城蜿蜒其间，市区北郊40公里就是外长城，再北就是辽阔
的内蒙古大草原，曾为两汉名郡、北魏京华、隋唐军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当代煤炭能源重工业
城市，有着2300年的建城史和1600年的建都史，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大同地区开发较早，据考古发掘发现，远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在这里繁衍生息
。
　　春秋时为游牧民族“楼烦”所占据。
至战国末期，始置郡治县，巩固边防。
公元前3世纪大同已建有城池。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
之后，。
北破林胡、娄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传
》）。
云中郡治所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门郡治所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代郡治所代（今河
北蔚县）。
如今大同一带战国时属雁门郡，已为赵国边陲要地。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分封，设郡县，置平城，故址为今大同古城东北。
其地仍属雁门郡（治所善无）。
　　西汉初沿袭平城县，为东部都尉治，隶属并州刺史部雁门郡，治所仍为秦故址。
其地先后为韩王信和代国封地。
王莽时平城改名平顺县，属并州填狄郡。
东汉时，仍称平城县，属并州雁门郡。
汉末匈奴侵边，其地遂空。
晋永嘉四年（310年）刘琨上书请封鲜卑拓跋猗卢为代公，建兴元年（313年）定盛乐（和林格尔北）
为北都，修秦汉平城为南都，属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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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做得非常好，全面系统，措施可行，文字也很好
，既流畅，又细腻，是不可多得的好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干峙　　这
个研究报告特别好。
它本身就是一部学术著作，可以出版成书。
我同意前面专家的意见，高度评价这个研究报告。
历史文化名城与社会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历史文化名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支持历史文
化名城。
　　——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罗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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