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概述 

 

宜昌市，简称宜。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长江三峡西陵峡东口、长江上、中游分界处。

有汉、回、土家、满等 20 个民族，以汉族人口居多。公元前 3 世纪即筑城堡，为楚国西部

要塞。古称夷陵，历为郡、州、路、府和县治所。清初为夷陵州治。清顺治五年（1648）避

讳，改为“彝陵”。雍正十三年（1735）升彝陵州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1912 年废

宜昌府，改东湖县为宜昌县。1949 年 7 月 16 日划宜昌县城及近郊置省辖市。后几经变更，

1979 年复为省辖市。 

宜昌，古名夷陵“彝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清朝雍正年间改称“宜昌”，

意寓“宜于昌盛”，是一个有着 2700 多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城。是三国时期夷陵之战主战场，

作为世界水电之都，中国动力之肺的宜昌，拥有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

水利枢纽等百余处水电枢纽工程；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以及民族友好使者——

汉明妃王昭君的故乡也都在宜昌。  

  宜昌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湖北唯一）、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湖北唯

一）、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前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辖

五区三市五县，区域面积 2。16 万平方公里，截止 2009 年末宜昌城区人口，共 159。80 万

人，其中常住人口 124。80 万人，流动人口约 35 万人；居住人口以汉族、土家族等民族为

主。宜昌市总人口 4059686 人（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宜昌是名副其实的“湖北省第二大经济体”，2010 年全市实现 GDP1547。3 亿元，居湖

北第二位，中部同等城市第三位，比上年增长 15。8%，全市的人均 GDP、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规模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额等核心经济指标也继续保持全省

第二，仅次于武汉市。  

宜昌内涵 

  美：山美 水美 人美 城美  

  好：资源禀赋好 人文环境好 交通区位好 发展前景好  

  宜：宜居 宜旅 宜业  

  昌：宜人之城 昌盛之地  

  现任领导：市委书记 郭有明 市长 李乐成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古代 

宜昌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宜昌已有 2700 多年的历史。距今一二十万年前，在宜昌

境内的清江流域就有“长阳人”的活  

动。境内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七、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

土地上繁衍生息。  

宜昌远古属西陵部落，据《宜昌府志》记载：夏、商、周三代，夷陵为古荆州地，秦始

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改夷陵置巫县。“夏商时为古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西塞

要地，建有城邑”。周赧王三十七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楚、

拔郢、烧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史籍。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置郡县，宜昌市

大部分地域属南郡。“汉承秦制”，西汉时夷陵属荆州南郡，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

改夷陵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又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宜都（今宜昌）、秭

归、枝江、夷道（今宜都）等四县。  

三国时，吴皇武元年（公元 222 年），改夷陵为西陵郡，也称宜都郡。晋太康年间（公

元 280-289 年），改置为夷陵县。东晋分夷陵西境（在长江南岸的黄牛岩至黑岩之间）另置

一县时命名“宜昌”，寓意在于祈福分境置县宜于国运昌盛，“宜昌”之名便始见于史。  

南北朝时宋、齐皆与晋同。梁改宜都郡为宜州，西魏改为拓州，北周改为硖州。  

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改硖州为夷陵郡，辖夷陵、夷道、长杨、远安四县，夷陵县

为郡治，隶属荆州都督府。唐初，改夷陵郡为硖州，领上述四县，属山南东道。天宝初又改

为夷陵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硖州，辖原四县，仍属山南东道。  

五代时，硖州与荆州、归州为南平国。北宋复称硖州，属荆湖北路，仍辖原夷陵四县。

元丰年间（1078～1085 年）改“硖”为“峡”。  

元至元十七年（1280 年）升峡州为峡州路，领原四县，属河南行省荆湖北道。明初改

峡州路为峡州府。洪武九年（1376 年），改峡州为夷陵州，领宜都、长阳、远安三县，治所

夷陵，隶属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上荆南道。清顺治四年（1647），夷陵州隶属荆州府。顺治

五年，改“夷陵”为“彝陵”。   

中华民国初年废府、州建制，实行省、道、县三级制。1912 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与

兴山、秭归、巴东、长阳、五峰、鹤峰县属荆南道。当阳、远安属襄南道。1922 年，宜昌

属荆宜道。1932 年、1936 年，宜昌、宜都、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八县先

后属第九、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于宜昌县城。枝江县先后隶属于湖北省第七、第四



 

行政督察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1928 年至 1932 年，宜昌是湘鄂西苏区湘鄂边根

据地、归（秭归）兴（山）巴（东）根据地、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在许多地方建立过革命政权。解放战争时期，1948

年 8 月，中共江汉区委决定正式成立第四专员公署（亦称襄西专署），1949 年 1 月改为当阳

专署。1949 年 5 月 20 日在当阳成立宜昌专员公署，同月在当阳组建宜昌市党政领导班子。

6 月 11 日，在当阳芦家湾正式成立中共宜昌市委员会、宜昌市人民政府。1949 年 7 月 16

日，宜昌城区解放。中共宜昌专署机关和宜昌市党政机关随即从当阳迁驻宜昌城。1949 年

11 月 15 日，今宜昌市全境解放。  

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省分设八个行政区。宜昌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宜昌、宜都、

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九个县。同时划出原宜昌县城区和近郊农村置

宜昌市，直属湖北省人民政府管辖。1951 年，改湖北宜昌行政区专员公署为湖北省人民政

府宜昌区专员公署，1955 年改为湖北省宜昌专员公署。1954 年 11 月，宜昌市改属宜昌专署

领导。此时，宜昌专署辖 9 县 1 市。1955 年 7 月撤枝江县，将其辖区并入宜都县。此时宜

昌专员公署辖 8 县 1 市。1958 年 12 月，撤销宜昌专员公署，建立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1961

年 5 月，撤销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设立宜昌专员公署。1962 年 6 月，复置枝江县，仍为

宜昌专署所辖。至此，宜昌专员公署辖 9 县 1 市。1968 年 1 月成立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

1971 年 1 月，神农架林区划归宜昌地区领导，1972 年 3 月复为省属。1978 年 8 月，撤销宜

昌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宜昌地区行政公署。1979 年 6 月，宜昌市复为省辖市。1984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长阳县和五峰县，分别成立长阳和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1986 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宜昌市设置西陵、伍家岗、点军 3 个县级

行政区。1987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宜都县，建立枝城市（1998 年 6 月 11 日更名

为宜都市）。1988 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批准当阳县撤县设市。1992 年 3 月，为适应改革和

发展的需要，经中央批准，宜昌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此时，宜昌市辖 7 县（宜

昌县、枝江县、远安县、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7 个县）、

2 市（枝城市、当阳市）和 3 区（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1995 年 3 月 21 日，国务院

批准成立宜昌市猇亭区。1996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枝江县撤县设市。2001 年 3 月 22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宜昌县，设立夷陵区。至此，宜昌市辖 5 区 5 县 3 市。虽说其城名已几

经变换：夷陵、彝陵、西陵、宜都、峡州、东湖、宜昌等，但城址却始终宁静而端庄地屹立

在西陵峡口，任时光飞逝，斗转星移。 



 

第三章 特产特色 

 

  历史悠久的宜昌市，是古代巴文化的摇篮、楚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之乡）。这里是

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以及民族友好的使者——汉明妃王昭君的故乡。

这片神奇的土地，记录了无数古往今来的历史名人。古城周围山川形胜天下称奇，历朝历代

三十多位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诗人、学者先后来过宜昌。他们无不陶醉于此，留恋于斯。自

唐宋以来，这里因地理位置偏远，又成为朝廷作安置处罚官史的地方，遭贬而来的有朝中正

直大臣和一些不明不白被贬谪的文人学士。他们各自的经历和苦吟而出的无数诗文，又给这

里留下一部值得研究的“古代贬官文化史”。  

南朝齐梁间思想家、《神灭论》的作者范缜，仕齐任宜都（宜昌古称）太守。在任期间，

一方面废淫祀，教民破除迷信鬼神；一方面鼓励民众勤于农事，安居乐业。政绩斐然，为民

称颂。  

  1600 年前，东晋人袁崧在这里考察山川形貌，写下了对古代文坛颇有影响的《宜都记》，

被现代学者钱钟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我国最早独立成篇的山水记。  

  至唐代，大诗人李白成长于四川，虽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还是三次历三峡之险，

而且纵情吟唱三峡之美。“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公元 725 年，李白离蜀出

峡，曾在夷陵（宜昌古称）小住。住了多久？《郢门（即荆门）秋怀》一诗说：“郢门一为

客，巴月三成弦”已作了回答。他的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可说是历史上最先对

江水出峡、险夷交替景象的生动描绘。  

除了李白，杜甫与三峡更有一段诗缘。他在夔州一住就将近两年，写出了《白帝城最高

楼》、《八阵图》、《咏怀古迹》、《登高》、《秋兴》等诗作 400 余首，可算是创作上的大丰收，

他在夔州居住过的地方，曾建有杜公祠，遗址尚存。公元 768 年春，杜甫离夔州东下，抵峡

州（宜昌古称）后受到地方官的热情款待，并在下牢溪畔的津亭，为他设宴洗尘。他写了《春

夜峡州田待御长史津亭留宴》一诗以记其事。他还游览了附近的山川，所写《虎牙行》一诗，

生动地描述了虎牙（在宜昌境内）的险峻形势。  

  唐元和十三年（818），诗人白居易由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升忠州（今重庆忠县）

刺史，与弟白行简一同赴任。恰巧另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好友元镇，由通州（今四川达县）

司马徙虢州（今河南灵宝）长史，出峡东下。三人于元和十四年三月相逢于夷陵（宜昌古称），

便乘舟同游江上。他们在上岸寻幽时，发现岩壁间有一奇洞，便入洞饮酒叙怀，通宵不寐。

言末尽意，又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为记其事，白居易特作《三游洞序》，诗与文均抄写在洞



 

壁上。今诗已失传，洞中尚存有明代重刻的《三游洞序》碑。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成为后

世的游览胜地。  

  唐代“茶圣”、著名学者陆羽，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茶叶专家，而且也善诗文，平生著述不

下五十卷。他考察栽培茶树及水质情况，走遍了全国山川。峡州（宜昌古称）本茶叶故乡之

一，峡江两岸当然也留下他的足迹。他将天下水列入前茅者计二十种，而鉴别西陵峡口蛤蟆

泉水为第四品，故蛤蟆泉号称天下第四泉。又鉴别香溪水为第十四品，因而香溪也有天下第

十四泉之称。在他的专著《茶经》中还记载有：巴山峡州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对峡州茶叶

也评价甚高：“山南，以峡州上”。  

  宋景祐三年，一代文宗欧阳修坐贬夷陵县令。他在此任县令时，体察民情，教民建瓦屋，

增城栅，辟南北之街，作市门市区。还用他那支妙笔，为我们记述了北宋时期古城的市貌风

情。“西陵山水天下佳，寄人堪画图夸”便出自欧阳修之手。他在任约一年时间，留下了《与

尹师鲁书》、《峡州至喜亭记》、《祭桓候文》、《黄杨树子公赋》、《夷陵九咏》等诗五十余篇（首）。

其中不少篇章是今天研究宜昌历史的重要资料。三游洞岩壁上，还保留欧阳修亲笔题刻一处。

为纪念这位文学大师，明代在夷陵城（今宜昌城）东修建了“六一堂”，现有迹可导。近年，

宜昌文化部门在三游洞附近山头，修建了仿古建筑“至喜亭”，并在亭中竖立了新镌刻的《峡

州至喜亭记》碑。  

  宋嘉祐年间，著名文学家苏洵与儿子苏轼、苏辙，从故乡四川眉州(今四川眉山市)赴汴

京（今河南开封）受任。途经三峡，对峡中风物多有吟诵。到夷陵（宜昌古称）后，“三苏”

同游了三游洞，在洞中各赋诗一首写在洞壁上，因而被世称作“后三游”。苏轼过三峡，还留

存《入峡》、《出峡》、《至喜堂》、《黄陵庙》、《峡州甘泉》等诗篇。  

  此外，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被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黔州（今四川彭

水）期间，曾于绍圣二年、靖国元年三次到峡州（宜昌）游览三游洞，并题名洞壁，书写了

《三游洞序》。惜所书《三游洞序》已失，只在洞壁上还残留他的手迹一处。黄庭坚还在四

川万县留下了宝贵的《西山碑》。所著《黔南道中记》，有关于三峡风流的记述，也描绘了三

游洞的奇观。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中年曾至川陕一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军旅生活。在这里，

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初发夷陵》，又在他的《入蜀记》中，对夷陵古城名胜作了生动的描

绘。孝宗乾道六（1170）入蜀时道经三峡，写了不少诗文。在三游洞游览时，取山下清洌的

泉水煎茶，觉得很甜美，便写了一首七律诗记述这件事，在诗中赞道：“囊中日铸传天下，

不是名泉不合尝”。于是便留下了“陆游泉”这个名胜。  

  明清时代，宜昌古城内读书之风甚浓，随着社会稳定，加之读书人中涌现出刘一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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