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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楚国纪南城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李玲玲 

（长江大学文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 

 
摘要：纪南城作为南方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都城，在古都城遗址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通过对纪南城历史文化资源的分析并结合其保护
与开发的现状，从政府、文保部门、纪南文旅委、民间团体、纪南片区
民众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纪南城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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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南城是楚国鼎盛时期都城所在地，是楚国经济、政治、文
化的中心。该城位于江陵城以北五公里处，地处江汉平原腹地，
西通巴蜀之地，自东顺江可达吴越地区，南靠长江天险，其北越
过汉阳地区便可直通当时中原之地。其城址规模大，城市内部功
能分区完善，宫殿区规划合理，考古发掘文物数量多且保存完好，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也成为当下荆州旅游资源的重要核
心元素。 

一、纪南城的历史文化资源概述 
纪南城是南方古城址遗迹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在城内，古井、

城垣、城门、水门、护城河、古河道、夯土台基等遗迹还大量存
在。纪南城可供开发的资源主要包括古城垣及城门、城内河道、
建筑台基、水井遗址等，这些资源可以作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开发
因素。 

土筑城垣大部分保存在地面上，一般高出平地 3.9 至 8 米，
底部宽 30 至 40 米、上部宽 10 至 20 米。西北、西南、东北城角
均呈切角，城址方向 10 度。东西长约 4450 米，南北宽约 3588
米。城址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包括缺口、城门在内。[1]城址内部
功能分区大致有宫城区、平民生活区、贵族居住区、商业区、作
坊区等几个部分。 

城址内共有 4 条古河道，廓城外围有护城河，宫城区内有人
工开掘的壕沟。四条古河道相互贯连，除宫城区东部凤凰山、西
坡古河道已淤塞变为农田外，其余三条古河道大都被现今河道所
覆盖。宫城区内的壕沟为近年最新考古发掘与勘探成果。环形界
沟基本位于宫城区中心，北边距北宫墙 230 米，东边、西边分
别距东、西宫墙 135 米左右。[2] 

纪南城的夯土台基已发现有 84 座。对松柏区 30 号台基进行
发掘，其房基中部已遭到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仅是地面以下的
部分，但四周墙基尚存，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54 米，残存墙基高 1.2 至 1.5 米。发现遗迹有墙基、柱洞、散水
和排水沟，还有水井、灰坑等。这些历史遗迹的存在为复原建筑
遗址的大致面貌提供了依据。 

在纪南城内考古勘探并发掘了大量的水井群遗址，且其修筑
材料多样，如土井、陶圈井、木圈井、瓦圈井等。水井分布于平
民生活区、非居住区和作坊区。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
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而农业的发展又依赖于水利建设与发
展的程度。东周时期，楚国农业生产得到蓬勃发展，较之诸夏有
过之而无不及。楚国水井建造水平的发展、水井数量及其分布情
况亦反映了楚国经济发展的繁荣。 

在纪南城遗址周围，存在大量可供挖掘的文化遗存。城外有
大量古墓葬群，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规模之大的遗址群分布，
与纪南城遗址共同构成了楚文化大遗址区。在纪南城附近已发掘
的数千座楚墓中，出土遗物丰富，品类繁多，主要有五类：即青
铜礼器和兵器，陶器，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简牍。 

二、纪南城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问题 
白起拔郢后，历代营建者对纪南城缺乏修缮，选择在江陵渚

宫营建城址，纪南城多遭废弃，导致城址地面遗存极少，历史文
化资源损失较多。当时三朝三寝的宫殿建筑经大火焚毁，现今只
剩下大量夯土台基。现保存较为完好的便是其城垣部分，除少数
被破坏外大都保存完好，其中，当属北垣最为完整。城垣外围的
低洼地带便是护城河所在地，现大都被周围居住的民众改为水田
或者鱼塘。城垣由于其覆盖范围过于宽大，有关部门对其保护尚
存有漏洞，人为破坏较为严重。现对城址的保护方式是在城垣外
围用铁丝网将大部分地方进行合围，并在其上粘贴警示标语，以

提醒民众保护遗址。 
首先是对原遗址的保护措施不到位，城址在经过长时期的地

表存留后，本身会因气候风化、蚂蚁洞穴破坏等因素造成结构部
分缺失。其次，纪南城作为旅游景点来开发，充分发挥其历史文
化价值本是得当举措，通过对国家历史遗址保护公园的建造，对
纪南城进行局部复原建造，为游客展示楚国当年的辉煌，普及楚
文化知识，这种方式是可取的，但由于相关工作并未落到实处，
景区产品设计和旅游开发模式选用不当使之产生的却是事倍功
半的效果，如周边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不完善，周边缺乏高
端层次的酒店行业、餐饮服务业等。在遗址公园内部，其景点多
属于观光型与文化型建设，缺乏体验式文化景观，游客在游览过
程中，不利于其感知与兴趣的产生。 

三、纪南城旅游开发策略 
纪南城的旅游开发，涉及到景点规划、土地利用以及景点的

建设等问题。一但开始着手开发，再发现根本性的问题可能就会
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和矛盾。因此，政府文保部门、文化团体
及个人，应积极配合，确定合理的开发策略。 

首先，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旅游资源开发不仅要适应客源
市场的现实需求，还应把握市场的各种形成要素，认清现实的基
本需求，了解长期的发展方向，预测潜在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
用一种动态、连续、长期的发展战略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政府部
门应优化城市内部公共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加大对周边酒
店餐饮等服务产业的整改、大力扶持相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构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以提升旅游业的品质，是
高效开发荆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必然要求。 

第二，加强宣传力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方案，正
确定位自身形象，形成以纪南古城为主，以周边古楚墓葬群和遗
址为辅的楚文化旅游形象。结合考古发掘与文献史料，高度还原
楚国市井情景模式，打造楚文化商业街。在给游客身临其境的感
受，增强游览过程中体验式环节的同时，带动文创产品的销售。
通过与荆州创业学校荆楚非遗传承学院进行合作，将纪南城旅游
与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相结合，增强景区的吸引力与竞争
力。同时，明确开发与利用的关系。开发也是一种保护，一种抢
救，甚至是一种更积极的保护、抢救。在对其历史文化资源内涵
进行深入挖掘和利用的时候，坚持利用与保护并重的原则。 

第三，文保部门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对重要的基址进行地罩
保护，通过覆盖透明玻璃罩的方式，使遗址免受自然环境破坏的
同时也不影响参观。加强对城址局部复原的力度，在不损坏遗址
的前提下根据研究资料将其轮廓复原，内部其他遗址则保护于复
原立面支撑的维护结构内。 

第四，社会团体要加强对楚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将研究成果
面向大众，面向社会，增强楚文化的影响力，激发对楚文化的探
知欲，促进纪南城旅客人数的增长。以楚文化研究所为首的民间
学术团体近年来在楚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并通过
《楚国八百年》、《楚文化漫谈》等纪录片的方式对楚文化知识进
行普及，加深了大众对楚文化的认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最后，对纪南城周边居民进行遗址保护意识的普及。组织片
区群众对《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有关规定进行学习，
增强民众对遗址保护的意识。鼓励周边民众共同集资，利用纪南
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特色荆楚民俗相结合，发展片区经济，发展
文化服务行业，以提高居民对纪南城的认同感，从根本上解决人
为对城址进行破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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