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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文化在文化江苏建设与发展中的优势 

文·刘玉萍 

  一、楚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徐州楚汉文化遗址、遗迹很多。以徐州地区为中心，顺时针北起由济宁向东向南再向西向北，经临沂、盐城、蚌埠、淮南、寿县、

阜阳、商丘、菏泽，中间包括栆庄、宿迁、盱眙、宿州、亳州、淮安、淮北方圆150公里之内正是楚汉文化带的核心地区。就楚汉历史

的遗存而言： 

  首先，徐州有楚汉文化遗存。徐州楚汉文化遗存是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主体。全市共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以楚汉文

化为主的就有8处。汉楚元王刘交、楚襄王刘注等十三代汉楚王墓（已探明8座开放3座），五代彭城王墓，它们依山为陵，凿山为藏，

宏构巨制，宛如一座座地下宫殿，先后出土金缕、银缕、铜缕、丝缕四种玉衣和大量玉器、青铜、陶器、漆器等文物，合计出土文物已

达2万余件。狮子山楚王陵陪葬的四千多件西汉形态各异的兵马俑陈列；驮篮山出土系列歌舞俑，20余座保存较完整的汉画像石墓及一

千余方汉画像石。市县有：九里山的古战场、项羽戏马台、马市街、子房山、土山汉墓、拉犁山东汉墓、白集汉画像石墓; 丰沛刘邦故

里（大风歌碑）、樊哙井、射戟台；邳州市有：土山关帝庙、梁王城遗址，九女墩汉墓、刘林汉墓群；铜山区有：汉王刘邦拔剑泉、茅

村汉画像石墓、石户城遗址;沛县有：大风歌碑、高祖庙;睢宁县有：前汉遗址古邳圮水桥黄石公授张子房“太公兵法”处、吕布殒命的

白门楼、刘楼汉墓、双谷堆古墓群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楚汉文化遗存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如邳州市3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属

于楚汉文化的遗存有竹园遗址、尤村汉墓、固子汉墓、合沟郇楼汉墓、车辐山判官墓、八路镇二龙山、唐山古墓群、巨山北区古墓群、

土山镇黄山古墓群、占城镇陆山古墓群、岔河镇东黄石山和西黄石山古墓群、车辐山镇山区古墓群、邢楼镇范墩古墓群、燕子埠镇青龙

山古墓群、戴庄镇倚宿山南古墓群等1８处，占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次，有楚汉文化带的遗存。淮安淮阴侯韩信墓、韩侯钓台、韩信故里:码头镇、胯下桥、韩母冢、漂母墓；宿迁项羽故里；灵璧

虞姬墓、霸王城、濠城I号汉墓、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台、楚汉相争垓下之战遗址；亳州曹操宗祖墓群、华祖庵、曹操运兵道；永城芒

砀山陈胜墓、高祖斩蛇故址、梁孝王墓；宿州皇藏峪、陈胜、吴广起义遗址——涉故台；安徽寿春战国楚幽王墓、淮南王刘安墓；山东

滕州汉画像石馆；微山留侯张良墓；临沂银雀台汉墓等遗迹。此外，在薛城嘉祥汉画像石馆武氏祠和临沂市博物馆内存有近两千块汉画

像石。林林总总，在楚汉文化带内各类高知名度的楚汉文化遗存，已达三十余处。 

  第三，新发现的楚汉文化遗存。2004年5月，在中山南路、和平路、博物馆(土山汉墓)及中医院之间的汉御花园建设工地，陆续发

现大量采石遗迹，共发掘采石坑68处。该遗址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采石遗迹主要分布在南部1.5万平方米

内。中国曾发现新时器时代及以前的石料加工场遗址，但商周以后的采石场遗址罕有发现。徐州大规模的汉代采石场遗址，在江苏省首

次发现，填补国家的空白，开拓了汉代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汉代采石场遗址反映的技术手段是以前未知的，它

与徐州汉楚王墓群形成了采石、加工、建墓完整的链条，丰富了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2006年汉代采

石场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国保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9月，对土山二号汉墓进行发掘。对封土的发掘采用挖遗址的方法，在墓室上部布探方。土山二号墓上部封土的发掘过程

中，发现封泥1500余枚，加之以前土山汉墓出土和民间收藏家搜集的封泥，数量约在2000枚左右，在一处墓葬的封土中发现如此多的封

泥国内仅见。封泥以西汉时期为主，种类繁多，较全面地反映了以汉楚国为主的地方政权的政治体系，为楚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

物资料。 

  二、楚汉文化带人才资源优势 

  文化在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文化人才，而文化人才的造就在于教育。教育的发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文化人才促进了

文化的薪火相传，文化才能不断延续和不断创新。这种延续和创新不断继承和创新，再不断推进文化的繁荣。楚汉文化带高等教育资源

丰富，区域内20个城市，普通高校达70余所，仅以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为例，其科技教育发达，拥有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

等12所普通高校，在校生10万多人；各类科研机构31所，各类科技开发机构335个，高中级专业技术人才近8万名，其中有5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 

  三、文化市场资源优势 

  1．徐州是江苏省三大都市圈之一    徐州是区位优势明显的城市之一，现辖2市3县5区，面积11258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全省第

二，总人口1200万，是新亚欧大陆桥东端第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是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中心城市，距离南京、济南、郑州、合肥等省

会城市均在300公里左右。徐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是全国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陇海、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纵横交汇，徐州站还

是京沪高速铁路7个重点站之一，高铁运行使徐州至北京、上海的时间均缩短为两个半小时，也使徐州进入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小时经济

圈；公路四通八达， 5条国道、20条省道和5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350公里，已形成全长90多公里的高速四环；观

音机场为国家民航干线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台湾等多条航线；京杭大运河、鲁宁地下输油管道纵贯境内，已

形成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和管道“五通汇流”的现代化立体交通体系，在国内地级市中优势明显。徐州都市圈范围包括：江苏省的

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安徽省的宿州市、淮北市，山东省枣庄市、济宁市的微山县，河南省商丘市的永城市，共涉及8个地级

市，其区域构成以江苏境内为主体。空间组织：核心层以50公里为半径，包括徐州市区和邳州、沛县二县（市）；紧密层以100公里为

半径，包括徐州市睢宁、丰县、新沂，宿迁市，商丘市的永城市，安徽的宿州市和淮北市，山东的枣庄市和济宁市的微山县。2000年7

月，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提出：通过强化南京、苏锡常、徐州三大都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2002年2月，经国

务院审查同意，建设部批复了《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确定了全省城镇发展以南京、徐州、苏锡常3个都市圈为战略



扬州地方志
重点，逐步使人口和产业向各级城镇合理集聚。2002年12月30日，《徐州都市圈规划》通过省政府的正式批准。 

  2．徐州是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  

  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２０１０年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长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长速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居淮海经济区前一、二位。文化市场资源丰厚，文化消费市场宽广。2007年，徐州文化竞争力位居

全国第10位，淮海经济区第1位。2008年，全市文化产业经营收入达240亿元，比上年度增长了26.32%，已成为拉动徐州国民经济快速发

展的新增长点。徐州114个乡镇修建了113个文化站，图书发行业现有各类书店86家，其中私营书店65家。建有博物馆、群艺馆、图书馆

等公益性场馆，其中市博物馆藏品在全国地级市城市中名列前茅，很多馆藏在全省绝无仅有；徐州文化产业园、张伯英艺术馆、徐州汉

文化景区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徐州还有云龙山庙会、泰山庙会和彭祖庙会三大民俗盛事，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参加。 

  3．徐州已建11座文化产业园 

  （1）徐州文化产业园 占地400亩，由彭祖楼等20幢仿古建筑组成，分为戏曲生产及教育、时尚休闲、文化创意、汉文化主题餐

饮、书画艺术交流、图书发行等6个功能区。2010年来，徐州已投入1600多万元进行整体装修和规划，省柳琴剧团、省梆子剧团等已进

驻办公、教学；华东图书城已落户，24家图书商已先期进驻；山西晋商马海君组织该市248位画家在产业园建立创作园地，成立大鹏神

韵书画院；上海锦江之星也将于近期进驻产业园。   

  （2）创意68产业园 2010年10月1日竣工。文化产业园包括4个地块，分别为徐州针织总厂、医疗器械仓库、徐州市财贸职工医

院、驻徐某部第二招待所，总占地约38400平方米。2011年入园企业已达60家，其中创意类企业超过七成，发展10家知名度较高的骨干

企业。规划到2015年入园企业达到100家，其中创意类企业超过七成，培养2至3家省内知名的创意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超过5亿元，提供

3000个就业岗位。   

  （3）苏北科技园 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2010年9月28日在徐州师范大学正式揭牌成立。这个科技园由云龙汉文化产业集聚

区、奎园软件产业园区、九里汉文化产品生产基地和金山桥新能源新材料生产基地组成，将整合人才、技术、信息、实验设备、图书资

料等综合智力资源与其他社会优势资源，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除以上2010年建立的3处外，2011年又建成徐州动漫产业园、徐州国家安全科技产业园、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徐州高新区

分园、徐州市大学生创业园产业化基地、徐州感知矿山物联网产业园、徐州高新区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园、徐州高新区创意动漫产业

园、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产业化基地。目前，企业入驻率达到85%以上，初步形成了文化产业布局集聚化。 

（作者系徐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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