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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区沿革，是指行政区划的沿袭与变化，换言之，也就是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过程。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两干多年来行政区划的变迁相当繁复。
因此，理清变迁的过程，探讨变迁的原因，寻求变迁的规律，是研究政区沿革的重要任务。
研究政区沿革，一方面可以为我们了解、描述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提供基础性材料；另一方
面，对于我们分析区域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变化及其原因与当代影响也很有帮助。
可以说，各个历史时期政区的设置、变更与省并，往往是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情势变化的极其重要
的反映。
沿革地理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深厚的传统。
众所周知，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就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自此以后，这方面的文献大体得到了延续。
现在，如果我们把正史中的地理志汇集一起，那么，一部粗略的中国沿革地理就已基本成形。
正史地理志中的材料虽然比较全面、系统，但往往失之简略、粗糙。
于是，要了解政区变迁的更详细、更准确的情况，还需要广泛借助其他方面的材料，例如全国性的地
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地方志（如省志、府志、县志）、地理性著作中的沿革内容（如《
水经注》）、政书中的沿革内容（如《通典·州郡典》），以及其他一切与政区沿革相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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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区沿革，是指行政区划的沿袭与变化，换言之，也就是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过程。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两干多年来行政区划的变迁相当繁复。
因此，理清变迁的过程，探讨变迁的原因，寻求变迁的规律，是研究政区沿革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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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的“洞庭”同样是指洞庭郡。
因为，一方面，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战国时期今洞庭湖地区还是一片河网沼泽平原景观，
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湖并不存在。
①因此，张仪游说秦惠文王“取洞庭”，自然是指夺取政区意义上的楚国洞庭郡。
另一方面，《战国策》的最早作注者东汉高诱于此明确注日：“郢，楚都也。
洞庭、五都、江南，皆楚邑也。
”高诱生活的东汉时代上距战国不远，故其洞庭为“楚邑”的说法应当可信。
《说文》云：“郡⋯⋯从邑，君声。
”郡当然也是邑一类。
.楚洞庭郡的治所应该在索县，也就是后来西汉武陵郡的治所。
这样的结论，可以得到相关考古、文献资料的较多支持。
一是从考古调查来看，索县故城是洞庭平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有二城结构的楚汉古城。
索县故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东北距市区30千米的鼎城区韩公渡镇城址村的古渐（澹）水边，已经确定
无疑。
据考古工作者在城址村的调查结果，索县故城由东西二城组成，坐北朝南，中间有城垣相隔，东面为
大城，西面为小城。
东城南北宽400米，东西残长500米；西城南北宽480米，东西残长480米。
现残存城垣为黏土夯筑，有东、西、南、北四门，东城四角有嘹望台；城四周有明显的护城河，宽30
米左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湖南政区沿革>>

编辑推荐

《湖南政区沿革》：湖湘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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