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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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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渭南市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关中平原东部，介于东经１０８°５８′—

１１０°３５′和北纬３４°１３′—３５°５２′之间。

渭南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

和潜在优势。南部、北部有秦岭、黄龙山脉，萃屏侧立；中部渭河平原，

广袤肥沃；黄、洛、渭三河，玉带环绕。多样的地貌特征形成多样的土

地类型。总面积１３１３４平方公里，山地占１６．３６％，平原占８３．６４％。耕

地面积５２万公顷。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

足，年平均气温１１．５℃—１３．６℃，日照２０００．９小时—２５２８．１小时，降水

量５０８．８毫米—６０８．９毫米。动植物种类繁多。有野生动物３６０多种，其

中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丹顶鹤、大天鹅等３５种，人工饲养的畜禽２０

多种。野生植物２５００多种，栽培植物１５０多种。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华

山、少华山、黄河龙门、洽川黄河湿地等一批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与

列入保护开发的６１９处文物旅游景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开发前景广阔。

渭南市以其历史悠久、华夏之根、人文荟萃、河山圣地独具特色。

这里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与５０００年华夏文化根脉相依；周、

秦、汉、唐１０００多年间为京畿重地，经济发达，文化灿烂；高山大川，

险关雄峙，有 “八省通衢”之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要地；钟灵毓秀，

俊才辈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续写辉煌，为陕

西省东部新兴中等城市，连接我国华北、中原地区与西北、西南地区的

交通要道，国家农业生产和能源重化工基地，享誉海内外的旅游胜地，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沿地带。

民族摇篮毓俊秀

地质史的第四纪时期，在全球性气候变化背景下，渭南地区出现冰

期和间冰期的更替，即气候的冷暖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更新世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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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旧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渭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发育，林草

茂盛，草食动物多样，适宜古人类生息，我国早期古人类之一的甜水沟

文化和育红东文化的主人就生活在这个时期。那时的洛河，滔滔流水，

蜿蜒切穿于陕北高原之上，由西北而东南注入渭南境内，汇入渭河盆地

烟波浩淼的 “汾渭古湖”。洛河下游是一方神圣的土地，约１８０万年以

来，这里一直是先民劳作生息的地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陆续在大

荔、蒲城洛河两岸，发现了以甜水沟为代表的１９处文化群，出土石器

２２９１件，贺风三趾马、步氏羚羊等动物化石１８类。甜水沟文化遗存埋藏

于洛河岸边三级阶地底部基座堆积的三门组中的灰白色、灰褐色沙砾层

中，它不整合于上新统之上和上中更新统地层之下。因此，甜水沟文化

应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早一阶段，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这里的古人类

生活在约１００万—１８０万年前，与西侯度古人类、元谋猿人的年代相当，

远早于蓝田人和北京人。稍晚于甜水沟古人类，在这个区域生活的还有

育红东遗址的主人。位于渭南与西安边缘地带的蓝田公王岭猿人遗址和

陈家窝猿人遗址证明，与蓝田同为一个地质单元的今临渭区、华县南部

地区，在１１０万年前和５０万年前生活着古人类。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洛河下游的大荔县段家乡解放村传出好消息，震动

了中国考古界。在此发现一个完整的古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 “大荔

人”；同时发现有包含大荔人文化的地点１２处，成为先民在此生活的又

一见证。大荔人是生活在２３万—１８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是早期智人中较

早的古老类型，它是从直立人发展到智人之间的过渡类型，是我国古人

类进化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荔人生活在一块生活资料丰盛、如诗

画一样环境优美的地方：气候温润，雨量适宜；洛河奔流，湖水荡漾；

葱绿的草原一望无际，一片片丛林点缀其间；马、披毛犀、羚羊等在草

地觅食，野猪、象、鹿、犀牛等出没丛林，鱼、蚌在水中悠游，调皮的

河狸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在岸边晒着太阳。大荔人打制了许多石器，

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大自然的恩赐，过着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游移生

活。旧石器时代中期，稍晚于大荔人，在这一区域还生息着蒲城直杜、

南湾遗址的主人。约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这里的育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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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主人没有大荔人那样幸运，其时，气候干冷，森林、丛林缩小，

草原扩展，湖水或缩小或干涸，育红河先民们在与自然界的顽强斗争中，

丰富和发展了旧石器文化。育红河附近相继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还有孙家窑、坊镇北、坊镇、似仙渠、东花城、西花城、育红、育红东

北、育红北、坊镇河等，反映出这一区域先民增加的趋势。旧石器时代

的先民们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从事采猎活动，有效地从自然界

的仓库中获取生活资料，或穴居，或游移不定，过着低级落后的原始生活。

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渭南先民们的生活图景渐次清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洛、

渭之间沙苑地带发现的沙苑文化的主人，是陕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居民，他们在此生息发展了２０００年之久。从临渭区北刘 （下层）、白庙，

华县老官台、元君庙 （下层）等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渭

南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重要进步，出现了早期农业氏族公社，人们

建造房屋和存放粮食的窖穴，制造大量生活用具，制作陶器，还有彩陶，

过着定居的集群氏族聚落生活。透过形态各异的陶器和装饰性图案，以

及大量骨笄、骨珠，依稀可见先民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萌芽与追求。临渭

区史家遗址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大而又保存较为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以

及随葬的那些独具特征而丰富精美的陶器及其他随葬品，从这些墓地所

体现的葬俗、葬制以及彩陶图文中所发现的种种形象和特点，说明６０００

多年前的史家公社是半坡公社发展到一个新时代并有新的文化创造的历

史时代。生息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还有华阴西关村、华县泉护村、北

刘 （上层）等氏族聚落文化。这个时期也正是黄河流域氏族部落文化快

速扩展辐射的时代，相邻地区之间的氏族聚落相互接触交往并伴随着融

合的进程，形成了较大的文化共同体。我国各族种系的胚胎，就孕育在

这个时期。在我国所有的氏族部落文化中，仰韶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幅

员辽阔、强固的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原始共同体的主体和核心，也是后

来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中渭、泾、汾、伊流域的中原地区文化水平最高，

成为氏族部落活动的中心，而以渭水流域最能代表这一历史阶段的典型

特征。渭南地处中原地区和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带，文化发展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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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河南曲地区文化向外扩展辐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融合在新石

器时代晚期更加密切。据 《尚书》 《史记》等记载，黄帝曾在境内铸鼎、

会氏族部落首领，尧帝巡狩华山，舜帝祭祀华山，后稷在今永丰一带教

民耕作，大禹在境内治水、造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

地人员迁徙流动和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

生活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华阴市横阵、华县梓里等聚落的居民，已经叩响

了文明时代的大门。耕植农业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食品，房屋墙壁用白

灰涂抹，陶器精美多样，玉璧、玉琮、玉饰、绿松石饰、牙饰、蚌饰、

骨笄、项链等装饰品大量增加，反映出先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

渭南市先后发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６００多处，其中旧石器时代１９

处，新石器时代６１６处，１１个县、市、区均有分布，相对集中于渭、洛

河下游区域，这说明１００多万年来，渭南一直是先民劳动生息的家园。

渭南的远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多，分布广，且发展谱系相对完整，

文化和人种传承密切。渭、洛河下游的文化遗存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

中、晚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地域之集中，发展链条之完

整为国内罕见。从石器特点看，自甜水沟文化到大荔人文化、育红河文

化，直到沙苑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是石片石器，属小石器文化传

统，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密切联系。与这种文化传承关系相适应，

这些不同时期文化的主人们也存在人种上的演进关系。由于地域相同，

文化相继，大荔人应该是甜水沟人种演化而来；据考证，大荔人体质特

征是向蒙古人种 （黄色人种）的特征发展的，是形成或发展中的蒙古人

种，大荔人早于丁村人、马坝人，是蒙古人种的根源和早期发展的可靠

证据；其后的山顶洞人，华阴市横阵、华县元君庙等仰韶人同样也是蒙

古人种，是大荔人进化的高级阶段；而蒙古人种与我们今日中国人体征

关系最为密切，是中华民族的直系祖先。从甜水沟古人类到大荔人再到

现代中国人的演进关系说明，渭、洛河下游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发祥地，

渭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渭南先民经历了不断发展与向外扩散的漫长岁月，进入夏、商时期，

境内人口大量增加。周至隋、唐时期，渭南是全国人口密集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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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业五年 （６０９），渭南有１４．７万户７６．３万人，占全国人口１／６０。唐

天宝元年 （７４２），渭南有１４．０２万户８７．０４万人，出现第一个人口总量高

峰。安史之乱后，总户数锐减到０．６１万户。宋崇宁年间 （１１０２—１１０６），

人口恢复到２１万户６１．９２万人。清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出现又一人口高

峰，全市人口达２３３．４７万人。清朝后期渭南爆发回民起义，加上旱灾、

瘟疫，人口又大幅减少，至光绪年间，总人口不及道光年间的一半。民

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镇规模扩大，城镇居民增多，１９４９年，

境内有城镇人口１３．３８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８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安居乐业，医疗卫生条件极大改善，

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发展，人口快速增加，至１９６９年，全市总人口３４３万

人，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３．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渭南市全面开展

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１９７８年以来，伴随

着全国改革开放步伐，渭南市进入人口低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城镇面

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新阶段。至２００９年，全市常住人

口５４３．１８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６５２元，较１９８１年提高

３５．０４倍；人均住房面积３３．７平方米，比１９８１年增长５．３１倍。农民人

均纯收入３５８４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８．９５倍；人均住房面积３１．５９平方

米，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１．２５倍。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得到较

好保障，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进入全面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

渭南人民勤劳智慧，英才辈出，仅二十四史中记录渭南人物１２００余

人，有传和简介的３６０人；包括清代和近代，渭南共出过６位皇帝、８０

余位宰相、３００多位将军及一批文化巨匠，他们中的一些人明显推进了中

国的历史进程。仓颉集前人之大成，创造了大量汉字，结束了前人结绳

记事的历史，揭开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杜康造酒，丰富了人民生活，

开华夏民族酒文化之先河。商代元圣伊尹，助汤灭夏，竭忠尽智，辅助

商汤祖孙三代四位君王，对商王朝的建立、巩固和繁荣立下不朽功勋。

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公孙衍，首用合纵、连横策略，活跃于各国之间，

智慧过人，史家评价他是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可谓一代风

云人物。秦国名将王翦、王贲父子，英勇善战，先后率军攻破攻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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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楚、魏、齐等国，助秦王平定天下，统一六国。司马迁 “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成 《史记》，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的范例，鲁迅先生赞之为 “史家之

绝唱，无韵之 《离骚》”。东汉太尉杨震，博览群经，从教２０余年，弟子

逾三千，被誉为 “关西夫子”，并以为官清廉垂范后世。生长于同州 （今

大荔县）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

略家，他均田减负，与民生息，整军经武，攻灭北齐，使北周空前强大，

为北周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隋文帝杨坚消灭后梁、陈，统一全国，结

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３００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他推行井田制，开创科举

制，改革官制，开凿通济渠，崇尚节俭，使隋初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唐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韩国公张仁愿，出将入相，在黄河北

岸筑城３座，建烽火台１８００处，镇守北方，使突厥数十年不敢南越阴山。

唐代大将郭子仪力换狂澜，平定 “安史之乱”，收复长安；宝应二年

（７６３），又临危受命，以少胜多，打败吐蕃，二次收复长安；广德二年

（７６４），回纥、吐蕃３０万兵逼近长安，他单骑闯敌营，分化瓦解敌军，

解除了京师之危。郭子仪 “三造唐室”，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

而主不疑”。白居易亲手编集 《白氏文集》，收集其诗文３８４０首 （篇），

尤以诗歌天才流传千古；他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发起并推动新乐府运动，建立了我国现实主义

诗歌理论。北宋名相寇准，性情刚直，多次犯颜直谏，宋太宗赞许说

“朕得寇准，犹如文皇得魏徵也！”辽兵大举入侵，不少人主张迁都南方，

而寇准力主抗辽，并说服真宗御驾亲征，终于取得抗辽斗争胜利，订立

“澶渊之盟”，使宋、辽边境保持了百年的安定局面。元西征先锋郭侃，

系郭子仪后裔，进军中亚地区，先后攻占木刺夷 （今伊朗）、黑衣大食国

（今伊拉克）、西利亚 （今叙利亚），大大拓宽了元朝版图。清军机大臣、

东阁大学士王杰，策划平定台湾、廓尔喀，两次绘像紫光阁；与大贪官

和珅作斗争，并主持查办和珅案，审定其２０条大罪，致和珅被嘉庆皇帝

赐死。清代军机大臣王鼎，力主查禁鸦片，反对议和，保护林则徐，与

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道光皇帝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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