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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延安市副市长　

　　当今社会，人们都在追求一种文化含量更高的生活。加快文化产业开
发，已成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迫切要求，其前景十分广阔。毫无疑义，

文化产业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朝阳产业、支柱产业。

陕北的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光辉
的革命文化，独特的民间文化，使得陕北文化在国内独一无二，在国际上也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陕北是一座文化富矿，随便用镢
头挖几下，便能挖出宝来”。继承和弘扬陕北文化，致力于开发陕北得天独
厚的文化矿藏，必然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陕北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让世界进一步了解陕北文化的悠久深远和灿
烂辉煌，让世人充分感受陕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这既是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也是陕北本土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陕北文化
的开发起步较晚，产业化水平较低，尚未形成规模和集群效应，文化产业发
展与文化资源优势还不相适应。多年来，陕北文化工作者从未忘记过自己所
肩负的使命，他们崇拜陕北文化，热爱陕北文化，以弘扬陕北文化为己任、

为荣耀，坚持致力于陕北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推陈出新，挖掘整理了一系列陕
北文化资料丛书，创作推出了一大批反映陕北文化的精品力作，为陕北经济
振兴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国全是一位在陕北土生土长，且具有远大志向的学者型作家。我和他
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我在延长县赵家河公社工作，他在当地一
个名叫后九天的地方当民办教师。在那个物质财富非常匮乏的时期，他就开
始痴迷于陕北文化的搜集整理，其吃苦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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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他以反映陕北、表现陕北为己任，在陕北文化这块土壤上孜孜以
求、默默耕耘，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 《烈原》、长篇章回体小说 《韩世
忠全传》等以陕北文化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并竭其心智主编了 《陕北风情经
典丛书》一套三卷，由他的抒情长诗拍摄的电视诗歌 《窑洞礼赞》在中央电
视台多次播放，颇受赞誉。

近日，国全同志把洋洋８０万字的 《陕北文化通览》书稿摆在我面前，
令我十分惊讶和钦佩。仔细翻阅后，发现 《陕北文化通览》一书涉猎很广，
是对陕北文化的一个大检阅、大盘点。国全同志把一件本应由政府组织完成
的事掮在自己肩上，加重负荷、匍匐前进，其行为和精神值得大力称道和弘
扬。

国全同志的 《陕北文化通览》行将付梓发行，我在这里衷心祝贺他，望
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繁荣陕北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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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榆林市副市长　

　　屈指数来，到陕北工作已有八年的时间。陕北因往昔的荒凉，交通的闭
塞，使这里的文化一直保持着它神秘而纯正的韵味，让人好奇，引人探索。
短短八年，我便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曲一调了熟于心，并对它
们产生了无限的爱。今张国全先生把他编著的洋洋８０万字的 《陕北文化通
览》书稿摆在我面前，让我写个序，我自然是非常乐意。

陕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来的多民族文化兼容，使得
黄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大漠文化、边塞文化及多民族文化融为一
体，形成雄浑大气、多姿多彩、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从轩辕到秦王，从两
汉到隋唐，从"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到" 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 ，无不闪烁着陕北文化的魂魄与灵气。

陕北文化的根本在于它的纯朴，它粗犷、豪迈、热情、奔放。陕北文化
的精神在于它的乐观，它勤劳俭朴，不畏苦难，不思索取，乐于奉献。既有
黄河文化的千般缠绵，又有长城文化的坚毅挺拔，更有草原文化的宽广酣
畅。正是这种精神，千百年来成就了无数仁人志士和千秋大业。探究这别具
特色的文化，将对陕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

当今的陕北，丰富的矿产资源使这里成为全国能源化工基地，城市飞速
发展，乡村日新月异，教育高度普及，人才与日聚集，社会和谐，人民幸
福。一个地域的文化决定着一个地域的兴衰。我们有理由相信，丰富的矿产
资源伴随着多彩的地方文化定会让我们的陕北快步走向高度文明。

张国全先生是位对陕北文化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先后出版了哲学集
《塞上随笔》，长篇小说 《烈原》、《韩世忠全传》，散文集 《陕北记忆》，还有
他主编的 《陕北风情经典丛书》、《民盟与延安》、《延安革命史画卷》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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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文化的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陕北文化通览》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它凝结了国全先生的汗水和智慧，

它的作用不言而喻。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让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是文化
事业的责任。我相信 《陕北文化通览》将对陕北文化锦上添花。

是为序。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于榆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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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陕北是一块神奇的地方。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３万多年前，这里就已有晚期智人 “黄龙人”生

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在这里积淀深厚，孕育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景观和

文化现象。

陕北，陕西北部也。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

大地区。包括佳县、神木、府谷、横山、绥德、米脂、清涧、吴堡、子洲、靖边、定

边、榆阳、安塞、志丹、吴起、甘泉、富县、黄陵、黄龙、宜川、延长、延川、子长、

洛川、宝塔、宜君２６个县区，总面积约８２１１６平方公里。镶嵌着延安和榆林两颗耀眼

的明珠。用美国记者斯诺的话来说： “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

迹。”的确，正是陕北的贫瘠和落后，才孕育出陕北人吃苦耐劳的人文品格，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优秀人物。

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河、

黄帝陵、万里长城、黄土地，在这里神奇地融为一体。

历史上，陕北文化有过几次辉煌。第一次是轩辕黄帝时期。黄帝作为人文初祖，

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第二次是战国后期至秦朝初期。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修

筑了长城，修筑了直道，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第三次是东汉时期。目前在陕北境

内出土的大量的东汉墓葬画像石、画像砖，表明陕北的文化和经济在汉代曾经拥有一

个发展高峰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陕北人十有八九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写下了

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陕北文化显示的巨大力量。第

五次当属２０世纪。

２０世纪，现代文明、古老的农耕文化、草原文化、西方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撞击。外国文人、中国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以及陕北土生土长的文人汇聚在一

起，自然而然，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在这里撞击、嬗变，为陕北的文化发展创造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机遇。２０世纪，陕北文化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１８７２年冬，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到靖边县宁条梁大沟湾传教。１９００年８月７
日，靖边民众与教会爪牙发生冲突，成为民众武力反教斗争的直接导火线。直至１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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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边解放，人民政府废止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三边教区土地。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

的宗教信仰和陕北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才发生了长达４７年的三边教案。

２０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北京 “五·四”

运动的爆发，陕北人的文化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了杜斌丞、李子洲、魏

野畴、刘含初、呼延震东、曹颖僧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纷纷回到陕北传播新文化、

新思想。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踏

上这片土地，便给陕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陕北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延安时代。

延安时代，一批批文人冲破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

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心理写照。文人们

来到延安，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窑

洞是冬暖夏凉的，人是纯朴、亲密无间的，相对于国统区来说，犹如天堂一般。延安

成了文学艺术的乐园。各种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方

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伟人毛泽东因为汲取了陕北文化的丰富营

养，才变得更加伟大。《毛选》四卷共１５９篇，在陕北写成的就有１１２篇，其中９３篇是在

延安写成的。

延安时代，清凉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中国的最强音就是

从这里传往全国的四面八方，从而唤醒了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毅曾作诗赞道：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１９３８年８月，只有７人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立起来

了。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摄制了一批影片，如 《延

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又称 《南泥湾》）、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

会》、《九一运动会》、 《秧歌运动》、 《国际青年节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

会》、《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等，拍摄出数以万计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珍贵照片，巡回放映了 《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远东边疆》、《祖

国儿女》、《假如明天战争》、《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等十几

部苏联早期的优秀故事影片，培训了大批电影业务骨干，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电影

事业。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

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农村，和陕北群众打成一片，在陕北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写出了长诗 《边区自卫军》、《吴满有》、《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写出了长篇小

说 《高干大》等。出现了歌剧 《白毛女》。出现了歌曲 《黄河大合唱》。同时，陕北民

间艺术也获得了新生。《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南泥湾》、《高楼万丈平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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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等民歌就像长上了翅膀，飞遍了全中国。以 《十二把镰刀》为开端，以 《兄妹开

荒》为代表的大秧歌运动轰动延安，波及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２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人，

到米脂县向唢呐艺人常文青请教，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常文青向他们传授了 《将军

令》、《大摆队》、《粉红莲》等乐曲。１９４３年，刘炽、张鲁等人将深沉悲壮的 《粉红莲》

加工改编成由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１９５６年，刘炽在电影 《上甘岭》音乐创作中，再

一次将 《粉红莲》加工为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追悼哀乐。其后便有了我国通用的
《哀乐》。

１９４４年，刘志仁的社火，杜芝栋的秧歌，拓开科的练子嘴，李卜的眉户，汪庭有

的民歌，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红极一时。

延安时代，群星灿烂。作家有丁玲、萧军、欧阳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陈明、

陈学昭等，诗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严辰、刘御、贺敬之等，

音乐家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寒晖等，版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罗

工柳等。漫画家华君武，摄影家吴印咸，说唱艺术家韩起祥，考古学家尹达，民歌手

李有源、李增正、张天恩、孙万福等。还有外国文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

王安娜、郑律成、爱泼斯坦、卡尔逊、李敦白等。据粗略统计，延安时代，陕北有

４００００多文人。毛泽东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 （德）总司令的，一

支是鲁 （迅）总司令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陕北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建立

识字组，开办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不拘形式，扫除文盲。著名秧歌剧 《夫妻识字》

就是当时陕北农民学习文化的真实写照。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日子。陕北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的
《复电》精神， “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北的文艺工作

者，不敢放弃自已的责任，继续按照毛泽东 “５．２３” 《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厂、

农村、部队、学校，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诸如长篇小说 《创业史》、 《平凡的世

界》，抒情长诗 《窑洞礼赞》等，在全国耀眼夺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

胸鼓》、《志丹扇鼓》、《黄龙猎鼓》、《壶口斗鼓》响彻环宇。安塞剪纸、黄陵面花、洛

川麻绣、富县薰画、延川布堆画、延长石版画、绥德石雕、子长唢呐，还有陕北民歌、

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外游客，使他们

流连忘返。

陕北有壶口瀑布、延河、洛河、秀延河、无定河、大理河、窟野河，陕北有宝塔

山、万花山、清凉山、凤凰山、白云山、二郎山、红石峡、镇北台、红碱淖，陕北还

有黄帝陵、统万城、蕲王庙、蒙恬墓、扶苏墓、秦直道、香炉寺、钟山石窟、姜氏庄

园，这里的美景美不胜收。陕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着这里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创作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３００００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来到陕北上山下乡，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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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改变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

而且出现了一批知青作家，像梅绍静，像高红十，像叶延滨，像史铁生，像王晓建，

等等等等，他 （她）们的作品响当当，不乏重量级。

无庸讳言，陕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迄今以来陕

北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历史人物、伦理道德、文

学艺术、摄影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电视、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饮食起居、方言俗

语、民间美术等诸多内容。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我之所以敢为天下先，努

力为之，便是为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出现完善厚重的陕北文化史，泽被后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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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通览

约５亿年前

陕北是一片汪洋大海。

约１亿年前

陕北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

约５万～３万年前

“河套人”在本境生息。已进入 “弓箭时代”。

约３万～２万年前

“黄龙人”在本境生息。属 “晚期智人”。

约５０００年前

黄帝在世。司马迁 《史记》载：黄帝崩，葬桥山。

约４０００年前

大禹在世。陕北属雍州 （古）。郦道元 《水经注》载：禹治水，壶口始。

约３３００年前

陕北属 “鬼方”方国。

商高宗武丁 （前１２９３年）

《纲鉴乃知录·商纪》载：鬼方无道，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内外无患，殷道

复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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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高宗武丁 （前１２９１年）

陕北纳入商朝版图。延安、榆林两地出土的诸多商代文物，证明陕北是商王朝属

地。

周 （前１１世纪～前７７１年）

立诸侯国肤施 （今榆林市和横山北部）。

同期，立诸侯国白狄。

同期，陕北为猃狁部落。

春秋晋献公二十二年 （前６５５年）

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到其母国白狄 （今子长县重耳川一带）。

春秋晋惠公七年 （前６４４年）

重耳离开白狄。

春秋晋平公三年 （前５５５年）

白狄东迁。陕北纳入晋国版图。

战国 （前４７５～２２１年）

设定阳邑 （今宜川县）。

同期，设雕阴邑 （今富县）。

战国晋哀公四年 （前４５３年）

陕北纳入魏国版图。

战国魏文侯十四年 （前４３３年）

雕阴邑改为雕阴县。

定阳邑改为定阳县。

战国秦灵公三年 （前４２２年）

秦灵公派人整修黄帝陵，修葺荒废的轩辕庙。并作 “上畤、下畤”。上畤祭黄帝，

下畤祭炎帝。

战国魏文侯五十年 （前３９７年）

吴起 （？～前３８１）为文献记载所见最早的延安地方长官———西河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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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魏惠王十年 （前３６１年）

始筑魏长城。

战国魏惠王十一年 （前３６０年）

魏置上郡。

战国秦惠文王八年 （前３３０年）

筑高奴城 （在今延安尹家沟一带）。

同年，发生雕阴大战。

战国秦惠文王十年 （前３２８年）

陕北纳入秦国版图。

战国秦后元元年 （前３２４年）

始筑秦 “上郡塞”长城。

战国秦昭襄王三年 （前３０４年）

秦国在今陕北置上郡。郡治设肤施 （在今榆林鱼河堡一带）。

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前２７２年）

始筑秦昭襄王长城。

战国秦王政三年 （前２４４年）

《高奴铜石权》载：三年，漆工熙、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

战国秦王政二十六年 （前２２１年）

嬴政称始皇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上郡为其中一郡，辖肤施、高奴、雕阴、阳

周、鄜等县。

秦始皇三十二年 （前２１５年）

始皇从上郡入，巡北边。

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２１４年）

蒙恬 （？～前２０９）在黄河北岸把燕、赵、秦三国旧长城连接起来。陕北遂为内

地，称为 “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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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２１２年）

大将蒙恬奉秦始皇 （前２５９～前２１０）之命督修直道。史称 “秦直道”。《史记·蒙

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

山湮谷，千八百里。

同年，太子扶苏 （？～前２１０）被贬到上郡，作蒙恬的监军。

同年，扶苏在上郡筑大型阅兵台。史称扶苏台。

秦始皇三十七年 （前２１０年）

公子扶苏上吊自杀。扶苏墓在今绥德城内疏属山巅。

秦二世元年 （前２０９年）

大将蒙恬于阳周 （在今子长县境内）服药身亡。后人有诗曰：

春草离离墓道侵，千年塞下此冤沉。

生前造就千枝笔，难书孤臣一片心。

西汉高祖元年 （前２０６年）

二月，项羽改上郡为翟国，立秦降将董翳为翟王，都高奴。

西汉高祖二年 （前２０５年）

八月，汉灭翟，仍置上郡。

是年，置奢延县，属上郡。

同年，置归德县 （在今吴起县铁边城），属北地郡。

西汉高祖七年 （前２００年）

置西河郡。郡治设平定县 （在今东胜一带）。

西汉前元十四年 （前１６６年）

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北击匈奴。

西汉中元六年 （前１４４年）

筑李广寨 （在今绥德县境内）。

西汉元封元年 （前１１０年）

十月，汉武帝 （前１５６～前８７）北巡，经上郡，出长城，返还时祭轩辕黄帝于桥

山，并筑祈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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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竟宁元年 （前３３年）

王昭君出塞，沿秦直道，途经陕北。

新始建国元年 （９年）

上郡改为增山郡。

同年，西河郡改为归新郡。

同年，鄜县改为修令县。

同年，高奴县改为利平县。

同年，翟道县改为涣县。

东汉 （２５～２２０年）

延安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放牧图”、“牛耕图”、“拾粪图”、“收割图”、“狩猎

图”等，反映了当时 “水草丰盛，土宜产牧”、“群羊塞道，牛马衔尾”的景象。

东汉建武元年 （２５年）

废归德县。

同年，增山郡改为上郡。

同年，归新郡改为西河郡。迁治离石县。

同年，恢复高奴县名。

同年，恢复翟道县名。

同年，修令县并入定阳县。

东汉建武二年 （２６年）

十一月，孙登在上郡登基，自称天子。不久被部将乐元所杀。乐元率众降汉。

东汉永平年间 （５８～７５年）

班固 （３２～９２）《汉书·地理志》载：高奴，有洧水，可燃。（洧水为延河支流）。

东汉永元二年 （９０年）

建 （绥德）辽东太守墓。

东汉永元八年 （９６年）

建 （绥德）杨孟元墓。墓中立 “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

三月廿一日作”中柱石。

·９·

大事通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