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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者简介

《文化汉中》撰写者简介

孙启祥（1961-），陕西勉县人，1983 年 7 月毕业于汉中师范学

院生物系。 现任汉中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为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中国陆游研究会理事、汉中市陆游学会会长、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名誉教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发表论文 50多篇，出版《汉

中历史文化论集》、《陆游汉中诗词选》、《陆游与汉中研究》（主编）、

《羌州古镇青木川》（主编）等。 负责《文化汉中》提纲拟定、篇目编

制、体例规范、汇总统稿、引文校核、缺漏补写等事宜，主要撰写《绪

论》，《民族融合》章，《学术风采》章主要部分，《文明寻踪》章《历史

传说》节，《河山灵光》章《楚蜀屏障》、《褒谷溢彩》节，《城市古今》章

《南郑：从县城到府城》、《古代县城、州城、城堡》节，《科技长河》章

《动植物保护和研究》节。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强（1960-），陕西勉县人，1983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2006年 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博士。

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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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汉中

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职教授、 陕西理工学院 “汉江学者计

划”特聘教授；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西

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重庆市历史地理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出版《汉

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中

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副主编）等。 撰写《文化汉中》之《诗文雅章》

初稿。

王祥玉（1942-），陕西城固县人，196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中文专业。 先后从事教育、戏剧、群众文化及地方志工作，退休前系

汉中日报社主任编辑。 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三秦文化研究员、汉中市民俗学会会长。 发表诗歌、小说、散文

及文史作品多篇，出版《汉中民俗》（副主编）、《民间俗语故事选》、

《南窗诗文选》、《三余闲笔》等。 撰写《文化汉中》之《风俗变迁》章初

稿。

左汤泉（1961-），陕西勉县人，1984 年 7 月毕业于汉中师范学

院中文系。 现任汉中市考古队队长、汉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汉中市文物稽查支队支队长，副研究馆员。 发表论文多篇，负

责《陕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的资料

收集和具体整理工作，出版《汉中文物古迹揽胜》，参与编写《陕西

文物古迹大观》、《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等，主持编写《陕西省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汉中卷》。 撰写《文化汉中》之《先民遗踪》章

主要部分、《科技长河》章《早期的科技》节和《艺术奇葩》章《乐舞流

韵》节等初稿。

宋文富（1935-），陕西汉中市人，曾任宁强县县志办公室主任，

现为政协宁强县委员会常委。 发表论文多篇，为新编《宁强县志》主

编，著《诗体伊索寓言》，编著《可爱的宁强》、《宁强县乡镇风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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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校注《宁羌州志》。 撰写《文化汉中》之《河山灵光》、《宗教乐土》

章主要部分初稿。

张正国（1953-），陕西白河县人，1982 年 1 月毕业于汉中师范
学院中文系。 曾任汉中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汉中市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研究馆员。 从事小说、散文、诗歌、

评论写作，发表作品多篇；为电视片《大西北之小江南》执笔撰稿

人，参与编纂《陕南文化概览》、《陕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出版历

史文化散文集《大清余镜》（合著）。 撰写《文化汉中》之《艺术奇葩》

章主要部分初稿。

张芳（1973-），女，陕西城固县人。 现任汉中市民族宗教局副局

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91 年开始发

表作品，出版散文集《莲花盛开》、长篇小说《此情可待》和短、中篇

小说集《情归苏东坡》。 撰写《文化汉中》之《宗教乐土》章《基督教传

播地》、《五大宗教在当代》节。

陶喻之（1964-），江苏吴县人，1987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大学历

史系。 现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为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陆游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 长期从

事文史、文物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撰写《文化汉中》之《学术

风采》章《源远流长的金石学》节初稿。

梁中效（1961-），陕西武功县人，1984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师范
大学历史系。 现任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

岭与蜀道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为陕西省历史

学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

事、 汉中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 汉中市钱币学会副会长、 汉中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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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表论文 110多篇，参与编撰著作 5部。撰写《文化汉中》之《文

脉绵延》章初稿。

傅铁红（1963-），辽宁沈阳市人，1986 年 7 月毕业于安徽农业
大学茶学系。 现任汉中市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为中国茶叶学会会

员、陕西省茶业协会副会长、陕西省茶叶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发表

论文多篇，为电视片《汉茶》撰稿人，参与编撰《老陕谝茶》。 撰写《文

化汉中》之《科技长河》章主要部分初稿。

蔡云辉（1966-），陕西汉中市人。 1988 年 7 月毕业于陕西师范
大学历史系，2004年 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获“专门史”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博士学位，2008 年 5 月于四川大学经济学
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获“区域经济学博士后证书”。 现任陕西理工

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为四川西部开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城市史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古都学会会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员、汉中市旅游

协会副会长、汉中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

济发展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版《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

究》、《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 撰写《文化汉中》之《城市

古今》章《近代汉中城池》、《当代汉中城市》节初稿。

图片遴选：刘 默 郭金光 赵显锋 柏建新 张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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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的意义
（代 序）
马 强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各异。 且不说自然地理、地貌上的千奇百

异， 单从人文地理而言自古以来就曾划分成若干个行政区、 经济

区、文化区等。 悠久的历史及其精英杰出人物的风云际会曾在全国

造就过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地， 成为今日经济文化大开发中许多

地方引以为豪、大力宣传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但正如文明的孕育

和出现总是有最初的点状选择，在经济开发、文明演进与近代城市

化进程中，各区域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差异迥然。 其中

有两类地区盛衰演变的历史轨迹值得注意， 一是一些古代默默无

闻甚至荒蛮边徼之地， 在近世却因借助国际和国内的机缘悄然崛

起，发展迅猛，如上海、重庆、青岛、大连和深圳等成为现代城市之

翘楚；二是一些在古代历史上曾经是政治显地，军事要冲，地位显

赫，几度辉煌，但在近代却因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迁移或

者其他复杂自然和社会等原因渐渐衰落、沉寂，相对落后，成为所

谓“欠发达地区”，如徐州、南昌、西安、扬州、开封等可算作此类城

代 序 1



文化汉中

市，在当今现代化建设大潮中需要千方百计奋力追赶、力争上游。

汉中是否可以算作后者之列？ 似乎是一个可能颇有争议的话题，但

历史上曾经几度辉煌和显赫却是不争的事实。

学者们早就指出汉中历史发展具有“战则盛”的一大特点，就

是说每当全国处于战争动荡，南北分裂，东西抗衡之时，汉中常常

为兵家必争，成为某一个时期内全国目光的聚集之地；而和平时期

的汉中在国人心目中似乎则很难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 多少显得

偏远、落寞，甚至被遗忘，知名度自然大大降低。 最近国内几家网站

搞了一个以经济竞争力为参数的中国四个等级城市排名， 汉中居

然在第四等城市名单中也不见踪影。 虽然这种排名只是民间社会

组织统计的结果，并不具有多大的权威性，但毕竟是一个多少令汉

中本土人士感到尴尬甚至有切肤痛楚的“排名”，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现代汉中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汉中在历史上的沉浮升降确实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因“战时”战略地位会急剧上升，楚汉战

争、三国战争、抗日战争、“三线建设”莫不如此。 但战争并非人类社

会的常态，历史经过千百年风雨沧桑筛选、遗留下的能够超越时空

长久传承的遗产只有一个，就是思想与文化。 同样，衡量一个地方

的历史价值不能仅仅依靠战争时期这一特殊尺度， 更为长久的应

该看到是否有文化上的原始积累和有多少文化成色和特点、贡献，

以及它的文化史地位和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中国内陆腹地，秦岭大巴山之间面积不大

的汉中盆地之存在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惊诧和奇迹， 能够像汉

中这样从商周迄今三千多年间始终保持历史知名度而反复被载入

史册、又为国人所熟悉而常常投来赞许目光的地方着实不是太多。

历史上的汉中虽然长时段只是一个地区级城市， 但却频频成为中

国文化史聚集点的名城名地，龙岗曙光、战国风云、楚汉相斗、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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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唐风宋韵、抗战弦歌等莫不如此，都使汉中在中国史册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篇章。

汉中在历史上不乏美誉，萧何称之为“其称甚美”的“天汉”，司

马迁称汉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诸葛亮称之

为富殷之“天府”，辛弃疾称之为“汉中开汉业”，张浚更是认为汉中

“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分

别从域名、经济、历史、交通、军事诸方面给予汉中高度评价，已经

将汉中的区位优越说得无以复加。 但历史前贤对汉中的看重和称

赞大多是因特殊的“时势之需”而作出的赞语，对从文化史的层面

审视、 评价汉中的文化历程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者似乎

尚鲜有问津。 因而，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远离战争但国人心态日趋

浮躁、凄迷的时代，冷静、理性梳理这样一个地方文化历程，探讨

“文化汉中”的历程、构建与脉络，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或许基于这样的共识， 汉中从政界到文化人普遍感到应该有

一本专题再现和揭示汉中历史文化历程的著作填补这样一个空

白。由孙启祥先生发起组织编写的《文化汉中》一书，正是从“文化”

层面上首次对汉中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给予严肃缜密而

深入浅出的探讨和介绍。 全书以汉中历史进程与特色文化为经纬，

分 “文明寻踪”、“河山灵光”、“民族融合”、“城市古今”、“诗文雅

章”、“宗教乐土”、“科技长河”、“文脉绵延”、“艺术奇葩”、“学术风

采”、“风俗变迁”11个章节对汉中文化展开各个层面的阐述。 其总

体立意建立在对汉中历史文化宏观把握之上， 同时又有对各文化

专题条分缕析的微观论述。 本书的各章作者大多都是长期潜心从

事汉中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汉中的历史变迁和历史人物、事件

和地理风情皆十分熟谙，加之叙述充满浓浓乡情而不失严谨，文风

严谨朴实而不失雅致，娓娓道来，皆成美文。 一道道雄奇跌宕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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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景观如阳春三月人行山阴道中，美不胜收。 更重要的是一册

在手，数千年汉中文化的精华瞬间了然于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文化汉中》 不仅对汉中的文化脉络第一次作了全面有益的梳理，

而且也使每一个汉中籍读者读后会油然增加一种地方自豪感，继

而很可能会成为域外人了解汉中的一个文化窗口和名片。

2013年 5 月，应孙启祥先生盛情邀约，专程回故乡参加由汉中

市档案局组织的“文化汉中”研讨会暨《汉中旧影》首发式。 原以为

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哪知会议组织得简朴而隆重，市委宣传

部部长及副市长等皆亲临讲话勉励支持，汉中文化人群贤毕至，少

长咸集， 参会者大多是我在汉中工作时相识多年的汉上学术文化

界师友同仁，久别重逢后感到分外高兴。 在明确分章撰写的责任落

实后，各位学者饱含对乡邦历史文化的珍视纷纷发表真知灼见。 虽

然会议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但于我却很受启发和教益。 会后临别

时孙启祥先生特嘱我书成后作序，惶然推却未果，只好勉强应承下

来。 一年多后，孙君电话说文稿已杀青，并寄来汇总后的书稿再次

提醒作序。 我花费几个晚上细细拜读厚厚书稿，嚼英咀华，每有共

鸣，品味熟悉的家乡风味文化美食，眼前不禁浮现出汉中美丽如画

的田畴阡陌、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和纯朴浓厚的乡土风情，对汉中

的理解似乎又产生了诸多新的认识。

时已深秋，窗外嘉陵江的夜风阵阵掠过，已经颇有些凉意，但

书稿带来的感觉却如沐春风，如饮美酒。 暖意温情广义方寸间习习

涌来，竟一时没了睡意，于是匆匆写下这些简短的思绪，权作序言。

2014年 10月 16日于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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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汉中，一方位于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长江最大支流

汉水上游的富庶盆地，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两千四百多年城市

史的历史文化名地，我们的祖先钻木取火、磨石成器于斯，古代氐、

汉山远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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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汉中

羌、蜀、巴、华夏等族先民奋斗拼搏、汇合交融于斯，众多的帝王将

相、文人骚客纵横捭阖、吟风咏月于斯。 她的发展崛起，充分印证了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论述：“汉水上

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汉中城附近，从这里有

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面的四川地区。 因此，在

中国的整个历史上， 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

著名通道。 ”当代学者对汉中历史文化的定位为：“汉中是古人类生

息繁衍地，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系兴衰，物富南北，开放

度高，包容性强的文化名城、天府之国”，可谓名归实至。

今天，无论你翻开浩瀚的文史典籍，抑或登临这里的山水、踏

访此地的民情， 都不能不为厚重的黄河文明与古雅的长江文明在

此交流融合而震撼， 为中华文化的诸多古老传说在此孕育传播而

激动，为这块土地上文明代代传承、文脉绵延不断而惊羡。 你会渐

渐感觉到，一个厚重而充满活力的文化汉中正在向你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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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明寻踪

汉中地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地理坐标东经 １０５°３０′—

１０８°１６′、北纬 ３２°１５′—３２°５６′，为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汇处，巍

巍秦岭横亘于北，阻挡了来自西北部的严寒气流；绵绵巴山屏障于

南，分解了北上的高压气团,使得这里气候温润,物华天宝；悠悠汉

江贯穿其中，天然形成一块天府之国。 在几十上百万年前，汉中人

的祖先就告别森林，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渔猎耕耘，繁衍生息。 这

里，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南郑县梁山、城固县斗山旧石器时代

遗址和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大禹子孙的聚居地、夏代的

方国———褒国，有中国早期的县邑城池———南郑县城，有世界上最

早的人工通车交通隧道———褒斜道石门，有许多优美的历史传说。

汉中先民筚路蓝缕，为我们留下了文明进步的脚印。

史 前 汉 中

远古时期的汉中，草木繁盛，河川纵横，是古人类生息繁衍之

地。 汉中的秦岭巴山之间、汉水两岸，几乎都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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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汉水南岸南郑县的梁山旧石器时代遗址， 是汉中旧石器遗址

的代表和国内外关注的史前考古遗存。 此外，略阳史家院，勉县温

泉、胡家渡、杨家湾、赤土岭、金寨、黄沙，南郑凤凰山，城固陈丁村、

斗山、地河坝，洋县金水、八龙、杨家山、大坝沟等地，都留下了旧石

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物。

梁山，属大巴山余脉，主峰海拔 1035 米，山势主体由古生代海

相地层石灰岩构成，基岩裸露，山坡较陡，顶端略平，地质结构独

特。 这里的地质由前震旦纪花岗岩和震旦纪硅质灰岩,以及第四纪
砾石、砂土构成，地层中古海底生物丰富,生物群组合特征明显。 旧

时“汉中八景”之一的“梁山石燕”,即为古代海底动物腕足类化石；

这里还有大量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发现,是

研究古生代的理想区域，素有“袖珍地质博物馆”之称。 梁山东麓汉

江谷地向大巴山过渡的缓坡丘陵地带的龙岗寺石器时代遗址，出

梁山龙岗寺遗址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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