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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荆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在北魏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所

著《水经注》中即有论述。“《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

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处荆山

以供王事，遂迁纪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

矣 ���。”�

2�历史沿革

中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年），朝廷在全国分设

十三刺史州部开始，自陶侃治江陵城后，便定址与江陵城。

东晋南北朝时，荆州与下游的扬州一道，为拱卫皇都建康的

重镇，素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的说法，而权臣篡位皆

起兵荆州。也更加凸显了荆州的战略地位。

唐代荆州是五大都督府之一。“荆南巨镇，江汉上游，

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郡”���。设江陵府，

领荆南节度使 ��州、��县约 ��万人。

北宋立国时分为 ��路，设荆湖南北路。雍熙年间（公

元 ���—���），两路合并为荆湖路，治所江陵府。至道三年（公

元 ���年），重分成南北路。荆湖北路治所在江陵府，辖 ��

州府、��县约 ���万人。�

自明清至民国，荆州逐步衰落。明崇祯十六年（公元

����年），张献忠率军攻克荆州，并煽动军民平毁城墙，清

顺治二年（公元 ����年）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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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位置协调城市区域规划发展的措施
吴今朝

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中国·湖北�荆州�������

摘� 要

中国荆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荆州建城距今已过两千余年，城市规划需因地制宜，结合城市所在地理位置，地形优势合理
制定。沿水沿江城市大多依沿岸而建，城市随江岸蜿蜒，呈现带状布局。在工商业尚不发达的古代带状城市尚能满足需求。
在工商业崛起的近现代，往来商贾频频，人口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原有布局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新的建造规划显得十分迫
切，一味地延伸城市并不是长远之计，横向发展必是趋势。论文仅为窥探中国荆州两千年来城市建设规划发展概略，了解一
座历史名城不断向外扩展的建城史和建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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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荆州的都市建设开始快速发展。地方商人便

协商资金筹措，提升百姓利益，谋求市政建设的迅速改善。这

次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不仅扩大了青石街、三府街等传统街道，

还建设了中山路，更建设了蔬菜市场、中山公园、体育场及相

关设施等其他公共建筑，沙市有了近代城市之样。但从历史发

展的广度来看，这个时期当是旧中国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

民国时期，街道狭窄，平房简陋，市政基础设施简陋，

桥梁和道路不通。建国初期，城市住宅面积 ������万平方米，

生活面积 ������万平方米。彼时城镇人口 �����万人，人均

居住面积 ���平方米，以砖木和茅草覆盖为主。

��年代，以改建旧房为主，共建设 �����万平方米城镇

住宅，其中私有住宅 �����万平方米。人均增加 ����平方米。

��年代，集体住宅 ������万平方米，其中私有住宅 �����万

平方米，人均增加 ����平方米。��年代，国家和集体投资

����万元以上，住房建设 �����万平方米，个人住宅 �����

万平方米。人均增加 ����平方米。“文革”时期，部分公社

组建“大寨式”居住新村，新村要求“整齐划一”，做到“三

条线”，即檐口一条线，屋脊一条线，后院一条线，两户隔

一米，也有两户山墙连在一起 ���。

3�为城市发展所做的努力

早在 ��世纪八九十年代，荆州地区提出过未来城区发

展及旧区改建方案。城市建设工作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

城市规划的新形势；另一个是城区的改造。

����年底，沙市军管委公共交通组制定了《沙市建设三

年规划》；��年代，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两次修改，城市的

建设和发展必须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城市的建设以

城市规划为指导，这实质上相当于有效地进行城市建设，在

能力范围内进行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规划，必须科学预测积极对策。从中国荆州的

情况来看，多中心带组团的总体布局是最好的规划形式。有

利于滚动发展，由小到大，由内而外；或者从一端逐渐扩展

到另一端。改善城市交通是促进或限制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善人们的生活意味着对更好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城

市规划工作要赶上时代改革的步伐，改闭塞为开放。由自给

自足型转变为社会生产型。变单功能是多功能。

旧区改建还是要遵循“充分利用、阶段性改造”的原则，

集中利用有限的财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重点是改善居

民恶劣居住条件。旧区改建和新区建设理应有合理的百分比。

旧区改造的基本情况是拆一建三分二留一；拆一平方米，建

三平方米，拆迁户分得二平方米，留一平方米销售。在旧区

拆一平方米的房屋可在新区建设 �a�平方米 ���。

����年还提出了使中国荆州为现代化大城市的构想。建

议在城市建设中，开创城乡一体化的新局面，积极推进城

市化进程。城乡建设是两个文明的结合点，基础设施是经

济发展的突破点；城市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一体

化进程 ���。

通过 ����和 ����两次荆州城市建设规划意见可以看出

时任荆州市领导对荆沙的建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4�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大批原公有单位职工失去

原有的工作岗位。在市场化经济的冲击下，一批有着老荆州

特殊情感的工厂不是倒闭就是被外资收购。原单位安置职工

的福利分房也因为企业效益的降低而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这

些老旧小区逐渐成为三不管地带，变成违法行为的温床。

随着商品房市场的逐步扩大，群众对住房的需求也从有

房住转移到了住得好上。中国老国营工厂企业分配的职工住

房大多建在厂区内，工厂的落败直接导致厂区疏于管理，警

备不足，犯罪频发。

城市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年代末至 ��世纪前 ��

年，城市发展几乎停滞。老街区得不到修葺，甚至缺少必要

的市政管线，居民生活质量低下。街道电气线路多为明线，

且搭接不规范，火灾隐患很大。中国荆州政府也不是没有做

出过努力，但缺乏长期的经营策略，形成修建前宏图大志，

修建后门可罗雀的现象。费时费力，投入金钱却得不到回报。

最典型的例子正是曾誉为“江汉平原第一街”的中山路。

��世纪 ��年代后期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和城市

建设重心的转移，中山路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年中国荆

州将中山路改建成商业步行街重塑昔日辉煌。但事与愿违，

重新开街之后，这条被寄希望成为荆州市商业核心的步行街

门可罗雀，业主血本无归，地段贬值严重。现在该街成了极

具讽刺意味的笑话。

一味地把旧街区的改造简单粗暴交予开发商。这种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旧街区改造的问题。但治标不治本，今

天圈这里明天圈那里，为了建设而建设，最终城市同质化严重，

举目望去比比皆是商业住宅。

5�未来城市建设及区域规划新的方向

随着高铁网络辐射到中国荆州，城市建设重心逐渐北移，

形成以高铁站为中心的新城市中心。中国荆州城市布局也从

典型沿江带状城市布局向环形城市布局发展。荆北新区是探

索现代城市建设疏散古城内部人员拥堵而做出的努力，按照

最初的设想，古城内部的所有市直机关部门全部搬迁至荆北

新区新的政府办公区域，古城内各年龄段学校和各医疗机构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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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奖罚制度，对环保意识超前的优秀人员，要给予适当

的鼓励；而对那些环保意识缺乏以及违规操作的人员，要给

予一定的惩治，以此确保在土建工程施工环节当中，节能环

保技术的作用与优势可以得到有效体现。

5 结语�

总而言之，土建工程施工环节当中引入节能环保技术可

以有效提升工程的环保性，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与

优势。土木建筑工程单位可以通过强化景观设计环节、引用

节能环保材料、积极引入太阳能技术、提升现场参建人员的

节能意识、优化节能环保施工制度等方式来开展节能环保技

术引用，为土建工程顺利开展奠定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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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搬迁至荆北新区，古城内居民在 �a��年逐步迁至荆北新

区内安置。而整个荆州古城将作为大型文化旅游景点对外开

放，虽然这一设想很宏大，但实际上是过于理想化的，过于

巨大的资金消耗几乎宣告了该方案的死刑。高铁站的建设势

必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城市向北发展已成定局，荆北新

区的建设势在必行。截至目前，荆北新区的建设取得了部分

成效，从幼儿园到高中学校、医疗机构、配套服务设施基本

满足需求，借助于火车站带来的人流优势，该区活力十足。

沙北新区的建设是为了与荆北新区形成呼应之势，两者

的发展几乎同步。以 ����年中国荆州市承办中国湖北省运动

会为时间节点，沙北新区迎来高速发展。两个新区增加了中

心城市的面积。两个新区的总面积接近 ��平方千米，原 ��

平方千米的城市面积扩大到 ��平方千米。两个新区牵引着荆

州市区的北扩大。荆州市区纵向延伸 �千米，荆州市区由北

京路、江津路、荆沙大道、复兴大道向北扩展。

����年批准成立的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位于荆州市文化

旅游发展功能区。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位于未来和荆州区、

沙市区，构成荆州中心市区的崭新结构。形成荆州中心城区

全新布局，冲破荆州市原有沿江北岸东西长 ��千米，宽 �千

米的线性布局的不利形势，为荆州未来城市空间向北长湖区

域拓展找到突破口。

6�结语

中国荆州筑城的五个特点 �①城址从沿江两岸丘陵地带

迁移至长江支流入海口。②水运服务条件较为便利的一些地

区 �由简单的军事和防卫功能转化为行政与工商管理两个双

重职责功能。③沿岸河道侵蚀较强 �有利于大型商业码头建

设发展。长江对沿岸具有蓄水效应 �为沿江各大城市扩张建

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地。④沿江区域具有开放性的冲积平原 �

适合于农业经济发展。⑤历史上北方汉人南渡使荆州人口增

长，政治经济发展，土地开垦，商品交易的繁荣，城镇呈现

出区域溯源分布的规律，构成了流域城镇的分布体系。

城市建设所依赖很多外部因素，如政府决策、资金支持、

民众愿景等。城市建设不是新建筑才是建设，旧城区改建也

是一部分。城市建设不是简单划几亩地，建几所房子，而是

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资金投入固然重要，连接新老区域的交

通网络同样重要，横竖几条道路拉通便可以说是交通便利，

实乃大谬。公共交通线路能否满足新区居民日常出行、郊游

玩乐需要，公交站台是否满足辐射范围。配套基础设施跟不上，

而给到居民的只有新家新环境这一空壳，反倒不如以前便利。

正所谓只得其名不得其利。

参考文献

���� 胡武生 �论南朝诗歌中的�荆山楚水�意象�-��荆楚学刊 �������

����������

���� 王水照 �传世藏书集库总集 �0� �海口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

心������

���� 高先知�荆州地区志�0��北京�红旗出版社������

���� 杨万鼎�沙市当前城市规划及旧城改造之我见（����）�5��KWWSV���

ZZZ�����FRP�G��DUWLFOH���)(119-����2�&��KWPO�

���� 卢孝云�努力把荆沙建成现代化大城市的构想�-��党政干部论

坛���������������

（上接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