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夏千年古都书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华夏千年古都书系>>

13位ISBN编号：9787562526070

10位ISBN编号：7562526079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中国地质大学

作者：马晓京//田野|主编:姚伟钧//雷学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华夏千年古都书系>>

前言

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人文荟萃之地，四方文
化融汇之所；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便是在这些古都中展现出来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
古代都城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缩影。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的古都，自然就成为人们洞窥中国历史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因而吸引着无数的游人纷至沓来，领略其风采。
    中国古代都城，是在城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和语言文字中，最初的“城”和“市”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
所谓“城”，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获取和维护政治、军事权力而建造起来的设施：而“市”乃是商
品交换的场所。
一般而言，“城”的出现比“市”要早，“城市”一词的使用，是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市”逐渐
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相互渗透融合的结果。
史学家们一般把夏代中晚朝至西周视为中国古代城市（确切地说是古代都城）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城市的行政地位不同，因而它们的等级也有区别：按行政级别可分为都城
、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
各级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有一定的规定，而且，城市的规模和布局一般也取决于它们的行政级别。
所有城市中，地位最高的是都城，因为它们是一国之都。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王朝更迭，列国递变，因而出现过许多都城。
据《水经注》记载，在北魏以前，中国就有180多个都城，加上北魏以后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都
城大约有200多个，这在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比肩的。
在这些古都中，最著名的便是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
它们号称中国六大古都，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第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六大古都是中华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精华和瑰宝，它们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和缩影，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的城市建设
与城市规划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
当西方城市科学尚处于粗放阶段，我国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富有华夏文化
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其中包括城市规划理论、建设体制、规划制度及规划方法。
随着社会的演进，这套体系传统不断得到革新与发展。
因此，历代名城辈出，特别是汉唐“长安”与“洛阳”、宋“东京”与“临安”、元“大都”与明“
南京”等，都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城市）。
其规划之先进，城市之宏伟，影响之深远，一直为世人所称颂。
从不同时代的一些外国人士的记述中可窥知一二。
例如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认为杭州（南宋临安）城市之庄严秀丽，堪为世界之冠。
这些古代都城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并未随着古代政权的消亡而悄然而止，而是
以其旧有的文化与新的文化相融通，不断向前发展，丰富着新的中华文明，使千年古都焕发出蓬勃的
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对中国古都的研究方兴未艾。
人们认识到，要想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首先就应该搞清中国古都的历史，特别是这六大古都的
历史。
同时，不清楚这些古都形成与演变的规律，也就不可能为这些已成为现代大城市的古都提出有价值的
管理规划。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师共同研讨、合作撰写了这套“华夏千年古都
书系”。
这套书系共分六册，北京、杭州、开封、洛阳、南京、西安各一册，共百余万言。
每册又分为上、下编。
上编对每个古都的历史沿革进行简略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了古都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从而展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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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中国历史沧桑变迁的图景；下编则以现存历史文化景点为依托，着重介绍每个都市所涉及的历史事
件和人物，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记载，也有许多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轶闻趣话和优美的故事传说，展现
出古都丰富浓烈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情调。
    我们这套“书系”最突出的特点是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处处凸现千年古都旅游的人
文意蕴，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各朝的历史文化知识，包括：改朝换代的兴衰荣辱，贤愚忠奸的各
色人物，风光宜人的风景名胜，以及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
此外，还能领略作者作为历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专家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颖独到的见解
。
最后，更难得的是作者文笔精练，叙轶闻趣事而出以幽默之意，使整个阅读过程绝无枯燥之感。
所以，这套书不仅是一部古都的历史，也是古都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同时亦是一本可资
导游古都的书籍。
    本书系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历史与旅游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为了写好这套书，大家多次在一起
相互切磋，精诚团结，使这套书得如期高质量地完稿。
这套书虽然由我和雷学华教授共同主编，但主要贡献却是各位编著者作出的。
同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车老师也竭尽全力支持这套丛书，他们精心组织、编排，使这套
丛书增色不少。
    中国历史悠久，国土广袤，山川秀美，文化遗产丰厚，这些都是值得开发的旅游资源。
我们希望这套“华夏千年古都书系”能为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使每一个炎黄子
孙更加热爱我们的古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姚伟钧    2011年初春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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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晓京、田野编著的《杭州》分为上、下编、上编用丰富的史料对杭州的兴起和发展变化进行了翔实
的介绍，生动地展示了一幅中国历史沧桑的图景；下编则以现存历史文化景点为依托，讲述着杭州的
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优美的故事传说，描摹出杭州丰富浓郁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情调。

    《杭州》最突出的特点是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处处凸现千年古都旅游的人文意蕴，
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各朝的历史文化知识，包括：改朝换代的兴衰荣辱，贤愚忠奸的各色人物，
风光宜人的风景名胜，以及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
此外，还能领略作者作为历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专家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颖独到的见解
。
最后，更难得的是作者文笔精练，叙轶闻趣事而出以幽默之意，使整个阅读过程绝无枯燥之感。
所以，本书不仅是一部古都的历史，也是古都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同时亦是一本可资导
游古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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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元世祖派兵一直打到杭州郊外皋亭山，宋恭宗
奉表以降，偏安一百多年的南宋王朝就此告终。
  元军占领杭州后，杭州遭到很大破坏。
宫殿遭洗劫，城墙被拆毁，古迹被破坏，杭州蒙受了几十年的浩劫，昔日繁荣的市容日趋萧条。
正如元末明初刘伯温在其《悲杭城歌》所述：“忆昔江头十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高门画戟拥雄藩
，艳舞清歌乐终日。
⋯⋯清都太微天听高，龙略虎韬缄石室，长夜风吹血腥人，吴山浙河惨萧瑟。
城上阵云凝不飞，独客无声泪交溢。
”    尽管杭州受损严重，但它毕竟是南宋经营了一百多年的国都，即使在蒙难之中仍然显示出独特风
韵。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当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情不自禁地把杭州称为
“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
正是由于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欧洲人方才知道中国的富庶与广大，也才使杭州这个花园城市在
七百多年前就名扬世界。
    元朝对杭州破坏极大，但在交通运输业上却为杭州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使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
南终点。
元朝建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而漕粮基地却在南方，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元朝致力于南北
运河的开凿和疏浚。
从至元二十六年到三十年（1289—1293年），先后开凿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及北京以东的通惠河。
从此，南北水陆沟通，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终点，船舶可以直达大都。
在洛阳和开封相继衰落以后，杭州又一次和首都建立了直达水运。
因此，尽管元、明、清三代，杭州已经从一个首都退居到一个省会，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交通便利、
商业发达、物产富庶、风景美丽的历史名城。
    元兵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杭州。
明朝时的杭州，经历了一段修建复苏的过程。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杭州水利的漠视，昔日碧波万顷的西湖湖面已是泥土淤塞，葑草蔓合。
苏堤以西，全成新田，六桥流水，仅存一线。
西湖环山的寺庙大都被毁。
明朝初期，西湖淤塞的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重。
杭州官府常以傍湖水面，标送有权势的豪绅富家；编竹篱笆以节水流，或者种植菱芡牟利，或者占湖
为田，将西湖阉割得支离破碎。
当时有歌谣讥讽说：“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
”    这种局面一直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四川人杨孟瑛到杭州任知府后，才开始改变。
杨孟瑛认为：“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运，而前贤建立城郭，钟灵毓秀其中。
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
”杨孟瑛力排众议，上表朝廷，提出开浚西湖的五点理由：加强城西防御，保证全城安全，解决居民
用水，便利官商贸易，灌溉千顷良田。
但是杨孟瑛的主张遭到了那些占湖为田、建屋筑舍富豪的阻挠。
杨孟瑛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晓以利害：“上塘万顷之田，宿仰西湖千亩之水。
水尽湮塞，田渐荒芜，利归数十家，害贻于千万井。
”    就这样反复争取了近五年，到明正德三年（1508年）明武宗才批准开工疏浚西湖。
杨孟瑛亲自指挥，从苏堤以西，一直开浚到山麓为止，共用了670万个工日，耗银23607两，拆毁田
荡3481亩，历时152天，才完成了全部工程。
这样，历时400年未曾疏浚的西湖，终于又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整治。
在浚湖的同时，杨孟瑛还将苏堤填宽、加高，两边植柳，“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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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下这样一首诗：“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
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由此可以想象西湖的美丽。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钱塘县令对一般违章犯法者，罚在堤上种植桃树柳树。
自此以后，苏堤红翠相映，灿如锦带。
嘉靖三十二年，又在湖心苏东坡所建三塔旧址修建振望亭（今湖心亭）；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疏
浚西湖时取湖泥在湖中堆筑成岛，即小瀛洲，又在周围修筑堤埂，遍插垂柳，形成“湖中有岛，岛中
有湖”的格局。
湖中之湖又名放生池。
万历三十九年，在岛南湖中重立三潭石塔。
迷漫荒径的白堤也被重新修整，填石铺沙，广植花木，在坍圮已久的涵碧桥旧址上，架木为桥，并易
名锦带桥，和断桥同为白堤二桥。
    经过明朝一代的整治，各地商贾和游人又纷纷涌到杭州，游览西湖。
据明朝钱塘人高濂《四时幽赏录》记载，西湖妙景有六：“一称晓烟初破，西湖似美人初起，娇怯新
妆；二称明月浮花，西湖若美人步月，丰致悠闲；三称夕阳在山，西湖似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四称
细雨湿花，西湖若美人浴罢，暖艳融酥；五称高烧庭燎，西湖如美人晚妆，容冶波俏；六称花事将阑
，西湖似美人病怯，铅华消减。
”    另外，明朝初年，因皇都南京直接受到海患影响，所以明代对浙江的海塘兴修比较重视。
从洪武十一年到万历三十三年（1378—1605年）的二百年间，大规模修筑杭州江塘达十一次之多。
并在弘治年间（1488—1505年）开始用坡陀叠石法，减杀潮势；采用“内横外纵”法，增加塘身的坚
固；采用“内齐外陡”法，提高海塘的御潮能力。
嘉靖（1522—1566年）时，做过水利签事的黄光升，还撰写了五纵五横鱼鳞塘式的《海塘说》，使筑
塘技术日趋完善。
这对保证明代杭州城市的安全，促进经济的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嘉靖初年，市井委巷，草深尺余者，城市西僻有狐免为群者。
今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荣。
”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由于杭州是东南财赋之地，朝廷对西湖的整治和海塘江塘的修筑
都比较重视。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李卫任杭州知府时，对西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共用银37642两。
李卫在《开浚西湖碑记》上记述：“命有司集民夫，聚舴艋，齐畚锸，募者如云。
贫民因乏资金，动以万计⋯⋯斯时也，湖天一碧廓如镜。
”    当时，李卫还将工程积余的五千多两银子放贷生息，留作以后每年维修西湖的基金。
与杭州城市安全密切相关的江塘海塘，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共修筑了一百多次，其中大规模的
就有十五次之多。
清朝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同时，创造了利用海滩之沙筑成挡潮土坡“护沙栏”。
为巩固塘身，又在石与石之间，凿成槽笋，嵌合连贯。
在石缝之中用油灰抿灌，铁攀嵌扣，防止渗漏散裂。
    另外，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到杭州，游览西湖胜景，这对西湖和杭州的开发也起了推动作用
。
据统计，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到杭州五次；乾隆在位六十年，到杭州六次。
自涌金门水门起穿过市区流人运河的城河，就是康熙第一次来杭州时为了便利御舟能从运河直达西湖
而开辟的。
从杭州至海宁的百里海塘大堤，则在乾隆南巡期间作了一次大修整。
这对保障杭州、海宁一线的农田房屋不被潮水冲毁，对于杭州的经济繁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康熙、乾隆在杭州游山玩水，舞文弄墨，替后世留下了不少古迹，将杭州湖山装点得更加美丽。
今天孤山一带的中山公园、浙江博物馆、浙江图书馆等处，都是当时的行宫；中山公园“西湖天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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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御花园；著名的文澜阁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用圣因寺藏书楼改建的。
    另外，他们还留下了不少碑碣，供后人凭吊。
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巡游杭州时，曾亲笔为“西湖十景”题写了景名。
他将“曲院荷风”修正成“曲院风荷”，将“两峰插云”改为“双峰插云”；又嫌“夕照”、“晚钟
”不吉利，分别改成“西照”和“晓钟”。
并将十景名分别刻石建碑，立于各景点的碑亭内。
乾隆皇帝先后几次南巡杭州时也对“西湖十景”一一题诗，分别刻于碑的背面和两侧。
这样，“西湖十景”一直流传至今。
    P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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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丝绸之府”、“人间天堂”。
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和以大涌潮闻名的钱塘江穿城而过；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赞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马晓京、田野编著的《杭州》是一本可资导游古都的书籍。
这里展示的不仅是杭州发展变迁的历史，也是杭州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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