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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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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
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
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
强文化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撰而成。
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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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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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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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荆楚文化丛书·胜迹系列：荆楚古镇沧桑》主要内容包括：源于汉唐、初成于两宋、繁盛于明
清、分化于近代、镇域格局、平面形态、街巷结构、街巷功能、店铺街屋、工坊街屋、公共建筑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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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汉代荆城遗址尚存，位于镇西，当为今之石牌镇形成渊源所在。
城呈方形，边长1500米，面积2.25平方公里，夯筑城垣宽10米～20米，残高约1.5米，城外有护城河遗
迹，现为钟祥市文物保护单位①。
 二、兴起——逐水而聚的附城草市 唐宋以来石牌名荆台，地属荆门。
在今集街与西街交汇处有创建于唐代的崇果寺（又名凤台寺）遗址，说明在隋朝荆台县废除前后，县
城东濒临汉江处已形成聚居点，城门外形成草市。
由此可推断：随着农产品交换的扩大，该聚居点逐步发展成为附城草市，并进一步向市镇发展。
可以说，因城邑而兴、逐水而居正是今之石牌镇兴起的主要缘由。
 三、繁荣——商贾云集的商贸集镇 明嘉靖十年（1531年），石牌改隶钟祥县。
它依托汉水便利的交通条件，上通襄樊下抵汉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区域性中心商贸集镇；清
乾隆十一年（1746年），钟祥县丞移驻石牌，‘冰陆舟车，辐辏云集，一带烟火迷离，不下数千户”
②；清咸丰（1851—1861年）、同治年间（1862—1874年）开办汉剧科班，被誉为汉剧摇篮之一；民国
初年，为钟祥县西南及荆门东一带物资集散地，成为当时以汉口为中心的湖北城镇经济网络中的重要
环节。
 四、发展——保护老镇区，开发新镇区 改革开放以来，石牌镇以老镇区为中心向外扩展形成新区
，1976年在老镇区南侧修建的听江大道成为全镇新的发展主轴，逐渐取代了集街。
1990年初，新镇区发展迅速而老镇区则逐渐走向衰败。
现在石牌镇区常驻居民1.8万人，新老镇区并存，建成区3平方公里。
目前，建设石牌旅游专业镇，保护发展石牌古镇已纳入钟祥市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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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荆楚古镇沧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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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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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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