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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内容概要

《平遥古城》中介绍了平遥古城，它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
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平遥古城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
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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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书籍目录

从渺远文明走来 古代营城循礼制 明清市井的写照 金城汤池话平遥 起居的传统文化 金井传说和市楼 银
行始祖日升昌 吏治之基在县衙 弘传儒学的文庙 平遥城隍庙大观 清虚观全真道场 唐风古刹镇国寺 别样
禅寺看双林 平遥土特产撷英 后记 封二 平遥古城导游图 封三 平遥县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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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蒙古贵族维持了不足百年的
统治。明朝立国之初，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即元顺帝率部有序撤到塞外，然而大将廓帖木儿还雄踞在
山西。当时国内矛盾依然严重，北方又是边息不止，严重危及到朱明新生政权。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为什么竭力推行“高筑墙、广积粮”防卫政策的直接原因。于是各地府、州、县纷纷增扩城垣，修建
砖筑城墙。后来随着国力强盛和制砖生产能力提高，建造砖筑城墙风靡全国，形成了中国筑城史上一
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潮。平遥明城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的产物。 平遥古城在明代以
前规模并不大。据县志记载，夯土城垣周长不过“九里十有八步”。到了明洪武三年，也就是公
元1370年，经大规模扩建后的城墙周长增加到十二里，高度达三丈二尺。用今天的标准度量，周长相
当于6公里，高度10米以上。这次大规模扩建，完全迫于军事的需要。在蒙元统治近百年间，山西一直
被视为蒙古贵族的大本营。元朝灭亡后，不仅元顺帝残余势力伺机反扑，而且山西境内的一些地主武
装也对朱明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局势，明王朝以太原府为中心，在山西境内修
筑了大量的城池、城堡和营寨。平遥县距太原府不到二百里，东有太行，西有吕梁，两大山脉夹峙其
间，成为连接幽燕各州与古都长安的南北孔道和通衢咽喉，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明代以前也曾几
次遭到洗劫袭扰，加之明初战事紧张，扩建和加固城垣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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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编辑推荐

《平遥古城》中介绍了平遥古城，它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西濒汾水，北距省会太原90公里，
迄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汉民族城市唯一完整的幸存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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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精彩短评

1、内容不够详细，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建议买大书，这本书内容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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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章节试读

1、《平遥古城》的笔记-第57页

        所不同的是内宅后面建有大仙楼。这是因为清代的官衙一般都尊奉狐仙为守印大仙。平遥县衙的
大仙楼完全采用当地民居特有的下窑上楼式结构，冬暖夏凉。记一笔，是否有人考证过大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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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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