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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至元明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
历史地理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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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分别在商+周+东汉三国+元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

心城市#盘龙城是商经略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荆州自楚立国以来长期作为湖北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襄阳在东汉三国成为湖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武昌在元代

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在南宋成为湖北的军事和经济中心$在明代才成为湖北的文化中

心#区域中心城市是在首都的方位+自然地理形胜+军事要塞+交通+行政制度和军事形势

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湖北区域中心.历史地理.盘龙城.荆州.襄阳.武昌

清人顾祖禹纵论湖广形胜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 在襄阳乎/ 抑在荆州乎/

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里的

形胜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

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

也/ 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

都武昌"

#荆州+襄阳+武昌历史上曾经是湖北的区域中心城市$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

地缘政治结构关系紧密$%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

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

%一般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因自身特有的区

位+政治+资源等优势而成为区域的政治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集聚

性+辐射性+开放性和示范性的功能#因此$从政治地理的视角来考察湖北的区域中心城

市确立$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区域中心城市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商代南土的政治军事中心*黄陂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地处汉口以北的五公里处的黄陂区叶店的盘龙湖畔$是迄今所知的长江流

域最早的商城$同郑州商城一样$是商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但比郑州商城略晚$属于二里冈下

层期偏晚至二里冈上层期$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论证和推算$

盘龙城建城历史有
('$$

年&

#根据考古材料$以盘龙城为代表的从二里冈下层期偏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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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冈上层期$是商文化的第二期$这一时期是商文化分布区域显著扩张的阶段!

#

商族为什么向南扩张/ 何时向南扩张/ 这首先要从商族起源说起#商族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千

古聚讼$自司马迁以来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夏商周三族同

源说&+%江浙说&

"

#通过辨章诸说$考镜源流$立足文献学和考古学的%二重证据&的基础上$笔者比较

赞同%商族应起源于今燕山南侧+京津唐之地的渤海湾一带&

%

#从地缘政治上看$商族起源之地的北京

小平原东部濒临大海.东南有强大的东夷族$加之海侵的原因$彼时这一带是极其危险的沼泽湖泊$故无

法向东南发展.在西边$巍峨的太行山脉阻挡了西进之路.而在北边$起伏险峻的燕山山脉$加之文化发

达+势力强盛的红山文化系统的部族的存在$尚处于生存状态的商族显然不具备北上与之交锋的实力#

因此$向南扩张是商人的明智选择#在豫东的郑洛地区商人与东夷族结成反夏联盟$据翦伯赞先生研

究$%汤与桀战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夏桀败走#汤灭掉夏最后一个属国昆吾,今河南濮阳-$同时也

灭桀#&

&

'诗0商颂0长发(*%韦顾既成$昆吾夏桀&即为佐证#郑州商城为商灭夏时的战时首都$后发

展成为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盘庚迁殷前一直是商朝的都城#

夏桀已死$商汤当立$商人开始经略四土'

#考古揭示$商王朝对%四土&的统治$基本的趋势是$东

土逐渐退缩$西土关系复杂$北土较为巩固$南土重点扩展(

#盘龙城以其独特的地理形胜而成为商经

略南土的政治军事中心#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郊黄陂区境内的府河北岸$南距长江约五公里#遗址处于长江以北低矮

丘陵与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面与东北面为盘龙湖所环绕$西面和西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南

临府河并与汉口和长江隔河相望#盘龙城遗址并非孤立的个体$迄今为止$有武汉香炉山+黄州下窑嘴+

随州庙台子+孝感聂家寨等遗址#盘龙城类型遗存分布于江汉平原东部$桐柏山南侧+大别山西侧$区域

内水系发达$有滠水+水+瞚水自北向南入长江$地理形势险要$这里是北方中原地区通往长江中游以

南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口岸之一#

",,#

年底$中国地质大学运用现代磁法勘探原理$在盘龙城东北面杨

家嘴的环湖山坡上$探明一处码头坝址$印证了相关研究者的推测和论断*%距今
%$$$

年前后$盘龙城周

围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要大$中原与江南的交通往来非常艰难#盘龙城的修建$为南北交通提供了中转之

地#往北过武胜关是通往中原的陆路捷径$往南是中原与江南联系的必经之地#&

)具体而言$从盘龙城

出发$向北$由府河进入汉水$再通过义阳三关$越过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北上可直达商王朝的统治

区.向西北$由汉水$穿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盆地.向南$经长江$再分东+西+南三路$通往南方各地#西

路溯江而上$直抵荆沙$再转向三峡.南路可通过洞庭湖$直达湘西北的澧水+沅水流域.东路可顺江而

下$由黄石$进入鄂东南$或经九江$进入鄱阳湖所属水系#因此$盘龙城的地理位置$以长江+汉水为主

要航线$连接江汉湖泊$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成为长江中游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盘龙城成为长

江中游区域性中心城市#

二+全楚之中*荆州

作为商代南土最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盘龙城何时而亡/ 谁取代盘龙城而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 '史记(卷三'殷本纪(*%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

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中丁以后的九世

之乱$是商朝国祚之节点$自盘庚迁殷$商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则由黄河以南转移到黄河以北$因而

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当大为削弱$甚至难以维持#盘龙城或因商人势力向北收缩而废弃$%关于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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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毁废的原因$田野考古上目前还未提供可资辨明的材料$估计不出两种可能$一是因自然灾害而毁$一

是人为的破坏#盘龙城一带地势较高且又临近河湖$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可能性较小$人为毁废的可能较

大#商代前期早段至后段之初$商人都亳与?$重心皆在黄河以南$加之商代早期的迅速发展对铜及各

类经济资源的需要$商人对南土的经营必然重视且相对方便$盘龙城城址的兴建与繁荣当与这一背景密

切相关#&

!

随着商势力的北撤+盘龙城的毁废$长江流域商统治区的楚蛮或许乘势而起$遭到商的征伐#今本

'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0商颂0殷武(*%挞彼殷

武$奋伐荆楚#&这两条文献互证$足见商代后期荆蛮成为南方强大的势力集团#荆蛮又称楚蛮$是三苗

的后裔$楚国是周的封国$源于中原地区$属中原华夏系统$是声名显赫的祝融后裔$祝融是荆楚的始祖#

%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

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

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

"商周易代$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周人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经营南方$徐中舒先生说*%周人自大王居歧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

贯之国策#&

%

#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又'左传0昭公九

年(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江汉

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只不过文王+武王之时的%楚&是楚族而非楚国$楚成为周

的封国是在周成王之时$'史记0楚世家(言*%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

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为鬻熊的曾孙$鬻熊为商末人$在天下大乱之时$做出了一个明

智的选择%背商亲周&$因而受周王青睐#'史记0楚世家(记鬻熊%子事文王&#在商周鼎革之际$为避殷

人锐利的兵锋$趁商周兵刀相加之时$帅部南迁至今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丹水流域#

丹阳何在/ 虽然史家探赜索隐$但歧说纷纭#丹阳地望主要有安徽当涂说+枝江说+秭归说+淅川

说+丹淅之会等&

#丹阳乃楚国始封之地$张正明+刘玉堂二先生对丹阳地望的考证用力颇深$结论可

信#早年张先生在考证诸说的基础上谨慎断言*%如果上述推测无误$那么$荆山的丹阳$北不过汉水$南

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东不过邓+卢戎+罗$就在这纵横都只有百余里的地段里面了#&

'后来张+刘二先

生在'湖北通史(中则更为明确的说*%总之$熊绎所居的丹阳与荆山相近#荆山在湖北的西部$睢山的南

方#熊绎所居的丹阳应在睢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

(熊绎所居的丹

阳东北近商$西北近周$南近蛮$这是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楚人必须在夹缝中生存$'左传0昭公十二

年(载至楚熊绎时*%,楚子-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正是凭借这股落地生

根+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楚人在豫西南与鄂西北交界处的丹水流域站稳脚跟#

光有努力是不够的$楚国的生存与发展还要机缘$这机会首先是周昭王给予的#昭王之时湖北境内

的虎方和楚蛮与周人分庭抗礼$于是爆发了%南宫伐虎方&和昭王伐荆楚$战争的结局是昭王丧六师于

汉$自己也殒命于汉水#周人南征荆楚的惨败$在周人的心里打上了沉重的阴影$从此他们视汉水为畏

途$不敢贸然南侵#%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在青铜时代$对铜矿资源的掠夺与控制$事关政权的兴亡#曾

有学者依据金文断定%周人征伐南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

)

#张

光直先生指出夏商周三代都城迁徙与追逐铜矿资源有密切关系*

$而铜矿资源富藏之地是今鄂+豫+皖

邻界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起自湖北黄石+大冶$经九江顺江而下到皖南铜陵+南陵一线$有一条沿江分

布的长达数百公里的巨大铜矿带#南方行不通$于是周人东征淮夷#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在周人的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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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征中$生灵涂炭$国库空虚$财力和兵力大大消耗#当此之时$%蛰伏在睢山和荆山之间的楚人锋芒

初露了#&

!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鄂有东鄂与西鄂之别$熊渠所至之鄂乃东鄂$%鄂在湖北鄂州市,即原鄂城

县-境内无疑#&

"东鄂附近即为著名的铜绿山铜矿$%伐鄂的胜利使长江中游的铜矿不再是扬越和淮夷

的奇货以及周朝的禁脔$而成为楚人得以染指之物了$这对楚国的振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熊绎

受封$五传至熊渠$楚国的社会制度由原始社会部落制向军事民主制过度#自熊渠之后$楚国走上了对

外扩张之路$尤其是在熊通之世$在风雨飘摇中建立的东周$面临的依然是飘摇的风雨$%礼崩乐坏&+%诸

侯交相攻伐&$上自天子下至诸侯无暇顾及南方$武王熊通和文王熊赀得以从容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

待武王击溃罗+卢+鄢+谷诸国$文王兼得汉阴与汉阳之后$都城从丹阳迁到鄢地$即今宜城县南部$这就

是被历史称作的%故楚郢都&#

楚昭王十一年,公关前
'$'

年-$楚国再一次迁都于今江陵县纪南城$新都仍称为郢$据张正明先生

考证$楚国迁都计有八次$其中以郢为名的一共有六次&

#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
'$'

年-起$至公

元前
)!#

年秦将白起拔郢$长达
))$

年左右$是楚国的鼎盛时期$真可谓楚人都郢而强#对于新都的地

理形胜$杜甫在'江陵望幸(中有过形象性的描绘*%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

人#&江陵乃全楚之中$长江中游的锁匙$正处在南北向的陆路和长江东西向水路的十字路口*溯江而上

可通巴蜀$顺江而下可达吴越$逾江而南为洞庭$北经鄢+邓+申可及中原#

三+华夏之腰膂*襄阳

由上文可知$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封地即为丹阳$丹阳在睢山与荆山之间$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

今南漳县城附近.昭王十年,公关前
'$*

年-以前的郢都在今宜城县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蛮河.昭王

十一年,公元前
'$'

年-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

年-的郢都在今江陵县纪南城#无论是南漳还是

宜城都在襄阳附近$可见楚国是沿着沮+漳二水自北向南发展$%湖北文化先以沮漳流域为核心开其端$

蜪假浸润至江汉流域$进而扩至整个湖北#&

'可见$秦汉以前$江汉之间作为楚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其区

域中心先为丹阳$次为郢都,今宜城县南部-$再为荆州之江陵纪南城#秦统一后$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为南郡郡治之江陵#汉献帝初平元年,

",$

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将治所从武陵汉寿,湖南常德-迁至

襄阳#于是$襄阳便由县级治所一跃成为一级政区州治所$辖区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广东+广

西+贵州四个省,区-的一部分$襄阳正式取代荆州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从公元
",$

年刘表为荆州刺

史$到公元
)$#

年曹操南征$刘表忧惧而卒$其子刘琮告降$刘表集团经略荆州达
",

年之久$据'经义考(

卷九载*%刘表$字景升$山阳
#

平人$鲁恭王之后也#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关西+兖+豫学士

归者千数#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汉末大乱$为躲避北方战乱$大批学士齐聚荆州首府襄阳$一时间荆

州首府襄阳似乎替代洛阳而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故唐长孺先生说*%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逸出

郡国学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襄阳至此成为湖北的文化中心#

襄阳在东汉三国时期成为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是由襄阳的地理形胜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所决

定的#从自然地理上看$襄阳处天下之中$%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

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

)襄阳处在南北交通的节点上$%由

襄+邓西北陆行过武关+蓝关$或自襄州溯汉水+丹水入商州$再转陆路经蓝关$或自襄州溯汉水至洋州$

转陆路经梁州入褒斜道越秦岭$均可至长安.由襄州北行经南阳+方城可至洛阳.南行经荆襄大道至江

0

$,

0

!

"

%

&

'

(

)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

张正明+刘玉堂*'湖北通史(,先秦卷-$第
)!'

页#

张正明*'楚史($第
%'

页#

张正明*'楚都辨($载'江汉论坛(

",#)

年第
%

期#

周振鹤*'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序($载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

唐长儒*'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载'唐长儒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襄州&$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方
!

正 等*商周至元明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陵$或溯湘江越南岭至广州$或经沅水入桂$或西上入蜀$或东下吴越.东南循汉水而下$经郢+鄂入江$亦

得联络吴越岭南#&

!正因为如此$襄阳无论是在大分裂的魏晋南北朝$还是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均处在重

要的战略支点上#

北宋以后$首都东移至开封$南宋时期进一步东移至杭州$元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南京南北线

上往复$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黄河流域西安)洛阳)开封东西徘徊而走向了北京)南京南北往复$水陆交

通由黄河时代进入了运河时代#受此地缘政治结构和南北交通大动脉变动的影响$襄阳自此被边缘化$

关于襄阳在湖北的地位$南宋陈亮有过精彩的陈述*%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

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

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

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

落之邦#&

"

陈亮除了把荆州和襄阳混为一谈和对隋唐把握欠准确外$总体把握了襄阳历史文化发展大势$尤其

是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湖北所处之地位把握很准#纵观大势$宋元以后湖北的区域中心渐入武昌

的时代#

四+湖广行省的中心*武昌

顾祖禹在'湖广方舆纪要序(中说*%何言乎重在武昌也/ 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

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曰之武昌也#&

%顾氏之

言揭示了武昌与夏口之间的关系$而东南之形胜在夏口$即今之武昌#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

面$曹操占据着以襄阳为中心的湖北北部大片地域$刘备集团占领荆州一部$孙权占据以武昌,今鄂州

市-为中心的湖北东南部地区$而三方鼎立的临界点正好是在长江中游的江+汉交汇处的军事战略要

地)))夏口#

魏黄初二年,

))"

年-$孙权把统治中心从公安迁到鄂县$改鄂县为%武昌&$定为国都$重点经营长江

中游#三国时长江中游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夏口$康熙'武昌府志(载*%夏口城$在城西黄鹄山$孙权所筑$

其城依山负险$周二三里#&其城背靠蛇山而面长江$与汉水遥望$赫赫有名的黄鹤楼为其军事望台#

在夏口与武昌,鄂州市-之间有樊川+梁子湖内河水系相通$构成了两城纽带$这对以水战见长的东吴乃

天赐#而武昌,鄂州市-除长江以外$无险可守#因此$孙吴大力加强夏口建设$确保政治中心武昌的安

全#夏口城与在东汉末年所建的?月城标志着武汉市中心城区建设的开始#隋朝重新统一后$在武汉

地区建立了鄂州和沔阳郡$鄂州治所在江夏$沔阳郡下设汉津等五县$炀帝大业五年,

*$*

年-$改汉津县

为汉阳县$武汉市区内第一次确立了江夏,武汉市武昌区-+汉阳双城并立的城市建制#

赵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在湖北地区设置了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此时江陵乃湖北的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战争频仍$鄂州的战略地位上升$荆湖北路的军

事中心从江陵移至鄂州$直到绍兴十一年,

""%"

年-南宋和金签订'绍兴和议(荆湖北路的军事中心又从

鄂州迁回江陵#南宋末蒙古铁骑兴起于北方$先后灭西夏与金$南宋与蒙古展开了殊死搏斗$鄂州关乎

首都临安之安危$荆湖北路的军事中心再次转移到鄂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

")!%

年-$蒙古军

攻克鄂州$

")!,

年南宋灭亡$定都大都,北京-#从北京南下经华北平原穿越中原地区的纵线干道在由

河北进入河南境内至卫辉府后$分为两条$一条由延津县至开封府$再经朱仙镇+尉氏+鄢陵+许昌等地南

下至湖北境内最终到达汉口.另一条则由新乡+荥泽至郑州$再经新郑+襄城+叶县+裕州+南阳+进入湖北

境内#在京汉铁路开通前$从北京经开封到汉口的交通线是一条官道$其重要性远在途经郑州过南阳到

湖北的交通线之上#这样最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线与最繁华的水上交通线长江相会于汉口$从而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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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昌%九省通衢&之地位$元代湖北的交通中心东移武昌#

元统治者在把全国划分为
"(

个行省$湖北属湖广行省$中心在鄂州#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

至元十八年,

")#"

年-$原来迁至潭州,湖南长沙-的湖广行省治所又迁到鄂州$于是鄂州正式成为大区

域行政中心#元代的湖广行省大致包括今日的湖北南部$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大部以及广东的部分地区

和海南岛#鄂州在湖广行省的北部$改为鄂州路#成宗大德五年,

"($"

年-改鄂州路为武昌府$下辖七

个县$武昌府是湖广行省的行政中心$此武昌习惯称为武昌或上武昌$而孙吴时的都城武昌称为下武昌

,今鄂州市-#湖北的行政中心长期以来主要在荆州$到元代正式转移到武昌#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北宋政治中心东移至开封$南宋进一步东移临安,杭州-$

政治中心南移进一步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绍兴和议(签订后$江汉地区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

面$鄂州和汉阳的商业和水上运输业大为兴盛$陆游过鄂州,武昌-时$其'入蜀记(卷三载*%市邑雄富$列

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所都武昌$乃今武昌县#此州在吴

名夏口$亦要害#&可见鄂州已不在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之下$而成为长江流域三大城市之一#'绍兴

和议(签订后南宋朝廷在沿江各地设置了淮东+淮西和湖广三处总领所#各处总领所除掌管+调拨各地

驻军的粮饷外$还直接参与军政大事#湖广总领所在鄂州$其受纳赋饷的范围南达两广$北到襄阳$东至

江西$西抵江陵$此时鄂州,武昌-正式成为湖北的经济中心#

湖北的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主要在荆州$东汉三国时在襄阳$元代已完全由荆州转移到武昌.经济中

心则在南宋时形成于武昌.而文化中心的转移则是在明代.明中期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形成$武汉

城市发展由双城记走向三镇鼎立$清初汉口成为天下四大名镇之一.晚晴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的武汉新

政$武汉成为全国性大都市.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武昌首义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多次主张

迁都武汉$孙先生明确提出%一都四京&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

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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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

语

黄陂盘龙城+荆州+襄阳和武昌不仅是湖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时也是长江中游区域性中心城市#

大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原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地理这一视角来考察湖北区域性

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过程#至于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结构和城市的功能等的考察$则属于城市的内部研

究$是第二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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