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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历史文化丛书》序

中共渭南市委书记　庄长兴

中共渭南市委副书记、渭南市市长　徐新荣

　　五千年来，在渭南这片丰厚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智慧的

人们筚路蓝缕、前赴后继，创造了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文化，为华夏文明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２０１０年以来，市委宣传部组织渭南当代的专家学者们回望历史，认

真研读梳理，细细探究挖掘，精心采撷那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结

晶，整理成集，形成了一部厚重的 《渭南历史文化丛书》。如今丛书业已

告竣，即将付梓。

渭南地处陕西关中渭河平原东部，东濒黄河，西接西安，南倚秦岭，

北连延安，位居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地段，是中国版图的几何圆心，是

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 “东大门”，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和秦晋

豫黄河金三角的重要城市，也是 “北京时间”的发出地。全市辖临渭区、

韩城市、华阴市、华县、潼关县、大荔县、澄城县、合阳县、蒲城县、

富平县、白水县等１１个县 （市、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华山景区，总面积１．３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５５２万。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１８０万年—

１００万年前的渭南先民就在洛河下游繁衍生息。旧石器时代的 “禹门口洞

穴堆积”遗址以及沙苑、龙山文化遗址，如绝本经典，记载着华夏文明

悠久的历史。周、秦、汉、唐两千年间，渭南一直是古都长安的京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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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宋以后，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的变

迁，无不在这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可以说，渭南，就像一部活的史书，

折射着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浓缩了华夏儿女的苦难辉煌。

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河壮美，历史遗存丰富，列入开发和

保护的文物旅游景点有６１９处，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１３７处。奇险

峻秀的西岳华山，被称为 “华夏之根”，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风景秀

丽的洽川，融 “山河湖滩泉”于一体，是黄河流域最大最完整的干流湖

泊型湿地风景区；集 “山河川塬”自然景观与元明古建人文景观之大成

的黄河龙门旅游景区，素有 “北国小三峡”之美誉；规模宏大的渭北帝

王陵墓群，一展盛唐雄风，是中国封建皇室宫廷文化的缩影；还有少华

山、石鼓山、天留山森林公园等青翠灵秀，层峦叠嶂，美不胜收。

这是一块丰饶的土地。这里农业优势明显，是 “中国苹果之乡”、

“中国酥梨之乡”、“中国花椒之乡”、 “中国枣乡”和 “中国柿乡”，号称

陕西的 “粮仓”、 “棉库”。境内能源资源丰足，已探明的矿藏共３８种，

储量大、易开采的有２６种。其中，原煤地质储量２５５亿吨，已探明储量

５０．３亿吨，素以 “渭北黑腰带”闻名全国；电力装机总量占全省的

４０％；钼矿石已探明储量１４亿吨，钼金属已探明储量１２８万吨，钼生产

能力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有 “中国钼都”美称；黄金储量丰厚，产量

占全省一半以上，居全国第三，被誉为 “华夏金城”。此外，石灰石、大

理石、地热水和矿泉水储量丰厚，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能，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历史上这里出过６位皇帝、８０多位宰相、３００

多位将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举的１００个世界名人，中国占６位，渭南

有其一。在二十四史中立传和有简介的有３６０余人，有记载的有１２００余

人。其中东汉太尉杨震，隋文帝杨坚，唐代名将郭子仪，伟大的现实主

义诗人白居易，宋代名相寇准，清代名臣王杰、王鼎，现代爱国名将杨

虎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著名政治活动家屈武，当代作家

杜鹏程等彪炳青史。以他们为代表的历代渭南人，用 “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铮铮风骨和矢志追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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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人物，成为这块土地永

恒的骄傲。

这是一块创新的土地。这里是字之源、诗之源、酒之源、史之源、

乐之源。“中华第一诗”——— 《诗经》开篇 《关雎》就孕育诞生在这里。

在这片土地上，字圣仓颉创造了汉字，酒圣杜康酿造出美酒，史圣司马

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了被誉为 “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

唱”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第一家民

营运输公司、第一条私人收费公路及第一架由农民建造的黄河大桥也先

后在这里涌现。这些无不彰显出渭南人敢为天下之先、善于推陈出新的

实践品质，也铸就了渭南文化生生不息、永续辉煌的动力源泉。

这是一块发展的土地。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在创造自己幸福美好

生活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超越着自我，刷新着历史。进入新世纪，特别

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强市主题，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推动经济社会步入

发展快车道，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一个开放繁荣、和谐富裕、宜居宜

业的新渭南正崛起于三秦大地。

这套 《渭南历史文化丛书》很好地总结并体现了渭南历史文化的这

些特点。全书分八册，共计１００多万字。其中 《历史纪事》着重记录了

渭南的史前文明、文化遗址、历史沿革、政府设置的变迁与发展；《秦东

戈马》主要记载了发生在渭南这块土地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战事；

《风云人物》重点介绍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渭南人物； 《河山

圣地》全面展示了渭南独特的自然风光及山水名胜；《文物古迹》分类概

述了渭南各地珍贵的文物遗存；《民间文化》呈现了渭南丰富而多彩的民

间戏曲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事传说》主要收录了渭南历代积极健康、

雅俗共赏的民间故事；《诗咏渭南》精选了有关吟颂渭南及著名文人在渭

南所著的名诗佳文。细细翻阅丛书清样，感觉装帧厚重、古朴，体例科

学、严密，内容全面、系统，论述严谨、凝练，史料价值、学术含量及

文化品位都很强，是把握渭南历史脉络、弘扬渭南文化的一部精品力作。

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将对传承渭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示渭南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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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人文资源优势，打造渭南特色文化品牌，以及唤起广大干部群众

热爱渭南、万众一心建设渭南的极大热情，起到重要作用。

盛世重史，盛世崇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编纂 《渭南历史文化丛书》既是我市文化建设

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加快陕西东大门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希望该书的

出版发行，能给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带来新启迪、新收获，成为人们

创新的源泉、创造的动力，激励人们以先辈为楷模，以大手笔再续渭南

辉煌历史，谱写让未来渭南人为之骄傲的新华章。

历史是厚重的，它灿若星汉，留给我们万古沧桑的积淀；历史又是

神秘的，只有不断地揭开其扑朔迷离的面纱才能目睹更美的容颜。这套

《渭南历史文化丛书》将一部文化长卷展现给我们，是当代人为历史传承

所作的一些贡献。要探索和挖掘更多的历史文化瑰宝，则需更多爱渭南、

爱历史、爱人类的有识之士加入，开放的渭南欢迎来自八方的 “寻宝”

之人，让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服务当代，惠泽未来。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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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风景名胜区

华山风景区位于陕西省渭南华阴市境内，西望长安相距１２０公里，

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素有 “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称。

华山东、西主峰

华山为五岳之西岳，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守着大西北进出中原

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文化内涵非常丰厚。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中华”、“华夏”皆因华

山而得名。华山著名景区景点林立，多达２１０余处，有凌空架设的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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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有三面临空的鹞子翻身，还有在峭壁绝崖上凿出的千尺幢、百尺

峡、老君犁沟等，尤其是华岳仙掌被列为关中八景之首。

古人云：“山无石不奇，无纯石不大奇。”华山之所以雄奇瑰伟，风

姿独具，首先就在于它的主体由一块纯粹完整的巨型花岗岩构成。这块

花岗岩体东西长约２０公里，南北宽约７．５公里，高达２０００余米。若从西

岳庙万寿阁眺望，华山外形犹如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三峰以外诸峰如

莲花之瓣，三峰则如莲蕊。这一天造地设的自然壮观，在世界上也是罕

见的。

其次，花岗岩体特殊的纵横纹理和断层交错，形成了华山山峰交错，

奇异壮观的景致。华山主峰的整座山体呈柱体状，其主体山峰为高耸云

天的五峰，即：东峰 （又名朝阳峰）、西峰 （又名莲花峰）、南峰 （又名

落雁峰）、北峰 （又名云台峰）、中峰 （又名玉女峰）。其中东、西、南三

峰最高，所以古诗文写及华山常有 “三峰耸立”、 “天外三峰”、 “三峰如

削”诸语。五峰之外，又有７０多座山峰环拱拥卫，气势宏大，撼人心

魄。

华山云海

华山不仅山体广大，诸峰耸立，而且自然形态绚丽多姿，引人入胜。

它与以怪石、奇松、温泉、云海 “四绝”著称于世的黄山相比毫不逊色。

华山之上，美不胜收，灵泉泻玉，古洞幽深，趣石神异，秀木葱茏，祠

庙宫观比比皆是。这些景致和众多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共

同构筑了华山的大美雄奇。如果说黄山是中华名山中的小家碧玉，那么

华山就是其中的伟丈夫。

巍巍华山，历经千年，风雨侵蚀，不改其坚，是 “华夏之根”、 “民

族之魂”的象征。早在原始社会，华山就是原始先民祭祀的神山，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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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 “横阵”、 “龙窝”等地迄今仍存留有仰韶时期原始先民的活动遗

迹，传说中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和尧、舜都曾祭祀过华山。夏、商、周

三代对华山更是 “一岁三祷”。２５００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秦、晋诸侯国为

争夺华山的祭祀权，常诉诸武力。华山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

想而知。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后，把华山列为国家级祭祀的名

山。从此，它便成了集神权和皇权于一身的象征物。汉武帝时，它又成

为闻名遐迩的仙山。汉宣帝时确立了五岳祭祀制度。这项制度，为历代

中国封建王朝所遵奉，延续２０００多年，一直到清末。其中，汉武帝、北

周武帝、唐高祖、武则天、唐玄宗、宋真宗、康熙皇帝、光绪皇帝等，

曾以帝王之尊驾临华山，膜拜祭祀。明太祖朱元璋虽未能亲临，但写有

《梦游西岳文》，抒发了对华山的无限向往。清末以来，随着封建制度的

瓦解，华山虽不再是国家祭祀之山，但仍然是海内外华人家喻户晓的

“五岳”之一。每年夏历三月，华山都举行盛大的民众朝山活动。

华山还是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有名列道教十大洞天的第四洞天

“太极总仙洞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玉泉院、镇岳宫、东道院又被列为全

国重点道观。从文化意识方面来说，华山是中国道教萌生地之一，早在

东汉末，就有方士在华山隐居学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山教团为推

进北方道教的发展发挥了纽带作用。在皇权与道教结合的唐代，华山教

团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宋、金、元、明、清时期，新、老 “华山派”以

及 “龙门派”相继涌现，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在华山留下了许多动

人的传说，全真派的王重阳、马丹阳、丘处机、郝大通、贺志真、史志

经、诸志通、高演元、王常月等高道及其门徒都对华山教团的发展付出

过辛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华山教团坚持爱国爱教，服务改革开

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曾在华山修道数十年的闵智

亭道长，后来又担任过全国道教协会会长。

华山景区是古代建筑群及其遗址的集中地区，现有道观、庙宇、洞

府等古建筑１２０多处，石梯石磴道３３处。这些建筑、遗址，依山就势，

就地取材，与华山的气势和地貌，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其中的西岳庙

始建于春秋时期，历代屡有修葺扩建，现存庙宇为明清建筑，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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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尺幢

１２万平方米，殿堂房舍栉比，雄浑庄严，是研究中国古代庙宇和皇帝祭

祀山神的重要实物。创建于１０００多年前的玉泉院，创建于５００多年前的

青柯坪东、西道院，对研究中国道教建筑和古代书院有重要价值。“自古

华山一条路”更是中国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观。据文献记载，最迟在距今

２３００多年前的秦昭王时期，古人已经开始了攀登华山顶峰的探险活动，

距今约１５００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辟了从华山峪登华山绝顶

的道路。隋唐时期，主要险道有了部分石窝的开凿与石梯磴道的修砌，

宋、金、元、明、清屡有修建。这条登山路长约２０公里，穿行于山体峭

直如削的悬崖绝壁之间。其中的千尺幢、百尺峡、苍龙岭、上天梯，古

时攀登者必须身贴悬崖，脚踩石窝，下临万丈深渊。长空栈道、鹞子翻

身三面临空，一面绝壁，凿孔插木架磴，宽约尺余，惊险异常。令人心

惊神骇、咋舌流汗的古道，与 “峭拔峻秀冠天下，奇险天下第一山”的

华山山体珠联璧合，雄浑一体，构成了阳刚壮美的瑰伟图景，充分显示

了古代劳动人民非凡的智慧和不畏艰险的伟大创造力。

正是由于华山具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所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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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外的游览者，络绎不绝。其中汉代的刘向、桓谭，晋代的郭璞，北

魏的郦道元，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孟郊、刘禹锡、白居易、

李商隐、司空图、马戴，宋代的寇准、苏轼，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刘

基、李梦阳、李攀龙、杨慎、康海、冯从吾、袁宏道、顾炎武，清代的

屈大均、王弘撰、李颙、王士祯、宋琬、施闰章、袁枚、林则徐、康有

为等名流都曾游览华山，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据不完全统计，传世咏

唱华山的诗歌有１２００余首，散文１５０余篇。另外，宋代的范宽，明代的

王履，清代的蓝琛，近代的张大千、石磊园、石鲁、赵望云等著名画家

也曾登临华山，留下了珍贵的画卷。

１９８２年华山被国务院颁布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１９９１年被国

家旅游局评为４０佳旅游胜地之一；１９９９年被国家文明委、建设部、旅游

局命名为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２００４年被评为 “中华十大名

山”；２０１０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５Ａ级旅游景区”。目前，总投资１．７２

亿元，集票务、乘车、购物、休闲和文化展示功能为一体的华山论坛及

生态广场，已经正式开业迎宾。华山论坛及生态广场位于３１０国道景区

段与华阴市华岳路交汇处，宝莲灯雕塑南侧，交通十分便利。它是渭南

市委、市政府和华山景区管委会打造 “华山论剑”主题文化品牌的形象

工程。该项目占地约５１３亩，总建筑面积８６６８平方米，地上局部两层，

地下局部一层，生态广场停车泊位２０００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游客接

待中心；票务中心；导游服务中心；医疗、银行、电信服务；旅游纪念

品、购物超市；华山地质演变动态演示；道教文化及当地非物质文化展

示；生态广场、汀步湖泊等项目。该项目的建成和使用，为华山的旅游

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游览华山，西可从玉泉院出发，沿华山峪古道，拾级而上；东则可

自黄甫峪新道，乘索道至北峰，游览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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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华山游览图

华山游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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