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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80年代末，适逢东湖磨山亟待开发，武汉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方面的考察、研究，决心在此地建
一座“楚城”。
原因有三：一是楚文化内容丰富，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很高，建楚城影响大；二是湖北是楚国的腹心
地带，在湖北的省会武汉市建设楚城，在学术界没有争议，外地不会争建；三是全国研究楚文化的学
者较多地集中在武汉地区，可就近请教，有这些学者把关，楚城的建设不会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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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话说“楚人重商”楚国的商业管理机构商业管理职官贸易都会交通货币权衡度量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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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让我们首先辑录下述文献资料：《淮南子·道应训》记载：“白公胜得荆（楚）国，不能以府库
分人。
⋯⋯叶公人，乃发大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吕氏春秋·分职》：“乃发太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
文中的“太府”即前文的“大府”。
　　《鄂君启节》载：“女（如）载马牛羊台（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府，毋政（征）
于关”。
而传世和出土的楚器上，镌刻有“大府”铭文者甚多，兹摘数则如下：1956年，在安徽寿县邱家花园
，农民犁地时发现一件铜牛，牛作卧状，头颈回伸，甩尾贴于左股之上，前膝双跪，后腿屈于腹部。
牛眼、眉和鼻用白银镂错而成，周身及前后蹄镶嵌成舒卷和卷曲的图案，脊梁是中线，花纹相互对称
，蹄未分瓣，铸成后用白金嵌入分为偶蹄。
身长10厘米，前脊高5厘米，后腹高4.5厘米，重1.7公斤。
牛腹下有铭文“大府之器”。
《文物》1980年第8期载有楚器大府铜镐，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器作
深折腹平底，口微敛，四素钮衔环，素面。
口径54.2厘米，底径26.5厘米，高25.3厘米。
其铭日：“秦客王子齐之岁，大府为王食晋镐。
集脰”。
　　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一件大府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器呈半球形，腹部两侧有双环耳。
口沿上有铭文5字：“大府之馈盏”。
“府”字仍一如其他从贝。
铭文极具楚文字的特点。
《三代吉金文存》10.1着录有铭为“大府之固”的楚器大府铜固。
此器出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另外，还有铭刻“大府”字样的大府量、大府簋、大府玺等。
它们皆属战国时器，“府”字皆从贝，理应是藏财纳货之处。
《玉篇·广部》说：“府，藏货也”，就是一个明证。
辗转抄录上述文字，无非是想说明，在当时的楚国存在着“大府”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它的职司范围包括哪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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