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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称长安，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位列我国八大古都之首，也
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地理环境状况非常适宜于古代人类
生活栖息，因而早在远古的石器时代，就先后有蓝田猿人与半坡人在西安地区
繁衍生息，成为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特别是西安所在的关
中盆地，地处我国中心腹地，居天下之上游，加之具有“四塞以为固”的天然屏障
形势，极有利于北抗强敌，西北通西域中亚，东抚诸侯，南控荆湘吴越与巴蜀黔
滇， 因而自古以来即成为历代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建邦立国设置都城的首选之
地。 自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西周文王、武王为求东向发展，将都邑由关中盆地西
部之周原岐邑迁建至丰镐，以后秦国与秦王朝以及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
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另有西汉末汉更始帝
刘玄、赤眉帝刘盆子和唐末大齐黄巢、明末大顺李自成等四个农民政权先后在
西安建都，总计十七个王朝和政权，历时长达 1100 余年，占到自公元前 11 世纪
中叶西安建城迄今 3000余年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 3000年的历史时期中，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西安处于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有力地推动了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在汉、唐两代近 500 年里，领土辽阔，经济发达，
科技进步，文化繁荣，交通畅达，声威远播，国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最繁盛的
城市，还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大批外国使臣、商贾、僧侣、学者由陆路与海路络绎
不绝地来到长安，有的还长期居留在长安城中，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经济与文化
的交流，也充分显示了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唐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
南移，我国的政治中心也东迁了，1000 多年来，西安再未建都，但仍是历朝政府
镇守西北、控扼西南的重镇，是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与文化之中心城
市。
由于西安是我国历史上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强盛王朝的都城，文化积淀

丰厚，在中外历史上影响深远，因此不仅在我国众多的古都中具有无与伦比的
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世人常用“要了解三千年的中
国必须到西安，要了解一千年的中国必须到北京”来概括西安的历史地位与作
用。 在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1100 多年的都城史中奠定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
和物质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 因此，“长安”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
理概念，它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象征。
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是古都西安闻名世界、充满魅力的根本原因，也是赢

得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和重要资源。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同志指出：“文化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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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的灵魂，是传承历史、延续文明、拓展未来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产。 西安
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种城市资源，使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相融合。 ”西安文理学院作为西安市属唯
一的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立足西安，为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是学
院的办学定位。 而开展长安历史文化研究既符合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西安的
地域特点，也是落实学院办学定位的具体体现。 虽然由于专业和地域等方面的
原因，我院历史、文学、地理、教育、艺术等专业的不少教师也长期从事长安历史
文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组
织，大家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未能形成合力。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并有效
凝聚校内外有志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 经学院党委研究， 我们于
2008年正式组建成立了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2008 年 10 月，在专家评议的基础上，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被陕西省教
育厅确定为立项建设的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省教育
厅的要求，研究中心在加强校内外专兼职研究队伍建设的同时，又广泛听取校
内外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中心的科研发展规划，确定了三个主要研究方向：长安
历史地理研究，长安文献研究，长安历史与文化研究。长安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主
要研究长安自然环境、城市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长安古聚落、长安人文景观变迁
及其利用等问题；长安文献研究方向注重历史上与长安相关的史志、笔记以及
文学作品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长安历史与文化研究方向关注范围较广，
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娱乐、民俗、宗教、建筑以及长安历史人物的人格心理
等。

按照研究中心科研发展规划的要求，我们计划连续编辑出版《长安历史文
化研究》论文集，一方面便于汇总前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作
为长安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平台。希望这套论文集能够为长安历史文化的
深入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也为西安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贡献我们的绵薄
之力。

耿占军
200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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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家发改委作出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决策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
在探讨如何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问题。 作为一名生活在西安的历史工作者，我
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众所周知，现在世界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均有其特点，西
安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也要有自己的特色。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是什么？
如何凸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这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
拟就此谈点个人看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西安曾经是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古代都城之一。 根据文
献记载，西安作为首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自从张骞开通丝绸之
路以后，汉都长安就开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 7—
9世纪，唐都长安更成为远近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汉代的长安城坐落在龙首原西北部较为低平的地方， 总面积 36 平方公
里，比罗马城还大，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大都市。班固在《西都赋》中说：“街
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列遂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益郭，旁流百
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由此不难想见当时长安城的热闹场面。丝绸之路开通
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博大雄沉的华夏文化从长安逐渐传入中亚、
欧洲、非洲；古老发达的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也逐
渐传入长安。因此，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热点。虽然在汉魏之际长安城几度
遭受破坏，但在前赵、前秦等王朝统治时期，长安城仍保持着国际化都市的某些
特征。

唐都长安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部， 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形成的规模空
前的国际化大都市。 它的总面积达到 80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同期巴格达的 6
倍，拜占庭的 7倍，比其他城市也要大得多。 不仅如此，它还是当时世界上结构
最好的城市。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城垣方正,街道平直，南北
轴立，东西对称，不仅有高大雄伟的建筑,而且有不少景色宜人的园林，因而能
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唐朝的全盛时期，长安城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 宫城、皇城高大巍峨，帝王将相在此运筹帷幄，

长安文化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若干问题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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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军国大事。 东西二市名闻遐迩，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商贾云集,货
物山积，交贸往还，充满生机。分布在城中的一百多个坊里是思想家、文学家、艺
术家、科学家和宗教界人士活动的舞台，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杂
技、体育全面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动人场景。 亚、非、欧三洲的各界人士纷纷
来到这里，或从政，或留学，或经商，或旅游，或从事其他社会活动。 “胡人”“胡
姬”“胡商”成为长安城中靓丽的风景。 在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以长安为代
表的中国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东西方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有关国
家的文化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上述情况表明，汉都长安已初步具备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某些特征，到了唐
代，首都长安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

二、现在重建国际化大都市正当其时

令人遗憾的是，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
令长安居民按籍迁居，毁坏了长安的宫室和民间庐舍，致使一代名都，化为丘
墟。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长安历史的转折，从此，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
移。 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开封和洛阳为都。 其后，两宋分
别以开封、杭州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清朝亦以北京为都。
也就是说，唐代以后，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
安城市规模的缩小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五代时期，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在唐皇
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新城”，其规模仅及当年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 宋代改“新
城”为永兴军城，元代又改称“奉元城”，明代对奉元城进行了改造，始称之为西
安。无论是“新城”还是“西安城”，其规模都较前大大缩小，已经根本算不上国际
化的大城市。 值得欣慰的是，1100 多年后，我国政府又作出了将西安建设成国
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决策。 应当说，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首先，西安具有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条件。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南
依秦岭，北临渭水，四塞为固，金城千里，古称“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
的地方之一。 历史上先后有 11个王朝、3位流亡皇帝和 4位农民起义领袖在西
安建都。它们是：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总计历时 1077年。
这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由于西安古城长期是我国的
首善之区，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所以被推为中国“七大古都”之首。 这一事实充
分说明西安在历史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具有承载大量建筑和大量人口的
能力。 虽然唐朝末年以后长安不再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它具有国际化大都市的
历史毕竟是铁的事实。 这一点正是西安得天独厚的优势。 特别是建国六十多年
来，西安作为陕西省的省会，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成为拥有八百多万
人口的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和黄河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而且成为亚洲知识技
术创新中心暨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所有这些，都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把西安建成国际化大都市意义十分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

2· ·



海一带的各项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 为了促进西
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为了确保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我国在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几年来，我国西部
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显得较为落后。西部地
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只有实现西部
崛起，才能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
须加大西部开发的力度。西安是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是西部开发的桥头堡。把
西安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西安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进一步了解西安，了解西部，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
开发和民族团结。 这对于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者，西安具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能力。 当历史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
国已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作为以改革开放而闻名于世的大国，
缺少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国际化大都市是与
国际接轨的重要平台。因此，在最近几年，我国有不少城市申请建设国际化大都
市。国务院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报告，最终决定先将北京、上海和西安建成国
际化大都市。 国务院在去年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西安市区人口将发展到 1000 万人以上，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这个决策是很英明的。 因为西安不仅有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而且已经具
备了良好的条件。正如官方网站所说：“不只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古
老城市，也是一座蓬勃发展、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现代化城市，更是各地朋友投资
兴业的一方热土。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西安已经具备了兴建国际化大都市的能
力，现在兴建国际化大都市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三、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科学定位

显然，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势在必行。 但究竟把西安建成一个什么样的
国际化大都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有人认为在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
过程中应当以经济为主，有人认为应当以文化挂帅，有人认为应当保持传统，有
人认为应当追求现代。真可谓百仙论道，各有其说。我认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要
广泛吸收海内外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经验，但不能盲目套用其他国际化大都市
的模式，而应当从西安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西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结合起
来进行科学的定位。

其一，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应当吸取海内外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经验教
训。 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等。 这些
国际化大都市都是长期建设才逐步形成的，在建设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
有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学习它们的长处，特别是在城市管理、城市运作方面的经
验，避免重复它们所走过的弯路。

其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应当有科学的定位。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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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要大，而且必须国际化。 所谓国际化，就是能与国际接轨，具有一定的先进
性和代表性。 先进性是指它具有先进的城市理念，功能齐备，布局合理，交通便
利，经济发达，环境优美。 代表性是指它具有自己的特色。 要把西安建成国际化
大都市，一定要把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做到完美地统一。 一方面发展经济，追
求卓越，把西安建成我国西部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传承历史，发展文化，把西
安建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必须做到有机地
统一。 为此，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切不可顾此失彼。 如果没有发达的
经济，西安很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如果没有文化特色，西安很可能在国际上失
去它应有的地位。

其三，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应当进行系统的规划。 西安的城市规划已经
进行了多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不能满足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国际化大都
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科学的规划是绝对不行的。因此，要根据西
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不断对城市规划进行完善。

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特色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是什么？是历史文化。具体些说，是长安文化。长
安文化不是区域文化，而是足以代表华夏文明的优秀文化。

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的文明。它主要包括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个方面，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从华夏文明发展的历程
和我国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来看，西安在华夏文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
重要的作用。

首先，西安是华夏民族形成的主阵地。 华夏民族的形成也经历了原始群和
氏族公社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我们的祖先都曾在西安这块土地上生息。 早在
八十多万年以前，蓝田猿人就生活在西安地区。二十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成为
智人，在西安一带繁衍。 五万年至一万年间，我们的祖先组建氏族公社，在西安
地区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半坡氏族以其发达的彩陶文化，成为黄
河流域母系氏族的代表。到了五千年前，西安已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相传西安
西部是“羲皇”故里。著名的炎帝也生活在这里。后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融合，
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而华夏成员都被看成是炎黄子孙。 炎帝和黄
帝的陵墓都在离西安不远的地方，海内外华人经常来此寻根问祖。 西安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王制时代和帝制时代，西安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
华夏文明的集合点与扩散地。 在作为首都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博
大精深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内容丰富，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因子
的诸多方面，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西周时期的长安文化以
丰镐的礼乐文明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关中地区的原创性文化。 秦汉时期的长安
文化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表现出专制与融合并存的特色。 而隋唐
时期的长安文化则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对本土文明的传播，表现出明显的
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使长安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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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西安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鸦片战争前后，陕西

进入多事之秋。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安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攻克满城，取
得重大胜利。 帝制时代结束以后，陕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陕西涌
动着革命的浪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在西安地区发动了渭
华起义和旬邑起义。 1926 年，镇嵩军围困西安，李虎臣、杨虎城坚守八个月，在
西安历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而西
安事变的发生，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西安成为陕西省的省会。现在，西安已经成为最有文化底蕴的历史文
化名城，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西安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物质文明资源极为丰富，这在古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和近现代历史文化遗迹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西安古遗址很多，比较重要的达四百余处。 其中旧石器时代 11 处，新石器
时代 162 处，夏商周时期 56 处，秦汉时期 85 处，魏晋南北朝时期 7 处，隋唐五
代时期 53 处，宋元时期 15 处，明清时期 22 处，时代不详者 9 处。 在这些遗址
中，蓝田猿人遗址、半坡遗址、华清宫遗址、大明宫遗址知名度很高，阿房宫遗
址、汉长安遗址规模很大，都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

由于西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都城所在，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因而西安地
区的古墓也很多，已经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墓葬达八百余处。 其中夏商周至秦汉
时期 484 处，魏晋南北朝时期 9 处，隋唐五代时期 136 处，宋元时期 43 处，明清
时期 115处，时代不详者 18 处。 有些墓葬规模很大，如秦东陵，西汉杜陵、霸陵
及明代秦藩之墓。

西安在历史时期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后来由于人为的因素或自然的因素相
继破坏，保留至今的古建筑凡一百六十余处。 其中汉唐时期 11 处，宋元时期 3
处，明清时期 152处。这些建筑以塔庙为主，影响较大的有西安城墙、大小雁塔、
钟鼓楼、城隍庙等。

西安还有一些近现代的重要文化遗存，数量达一百四十处。其近代 118处，
现代 22处。 其中西安事变旧址和八路军办事处颇为有名。

西安不仅有数量众多的文物单位，而且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这些文物数
量多，等级高，影响大，故有“西安文物甲天下”之说。 2003 年，西安市的出土文
物就已达到 628944 件，其中一级品达 2808件。近年出土的文物也不在少数。这
种状况是其他省份望尘莫及的。

西安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可以彰显华夏的物质文明，而且有大量
的非物质文化，可以彰显华夏的精神文明。

西安在历史时期是宗教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等宗教派别长期在西安活动，因而形成丰富的宗教文化。 佛教之慈恩寺、兴善
寺、荐福寺、青龙寺、香积寺，道教之楼观台、八仙庵等都是重要的宗教文化遗
存，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历史上西安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舞台。周公制礼作乐、秦始皇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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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提倡儒学、韩愈反佛等事件都与西安的历史
密切相关。

在以往的数千年间，西安地区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
家，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如唐代的
许多大诗人长期生活在长安，留下了不少关于长安的千古绝唱。 唐代的一些大
书法家，在西安留下了不朽的书法作品。

古往今来，西安还曾是科学技术的重镇。 有不少发明创造都是在这里完成
的。 这也是华夏文明的财富，需要认真进行总结。

西安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客观上为在西安建立
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西安在人力资源
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西安拥有 80 多所高等院校、100 多个国家级和省级重点科研院所、100 多
万科技人才，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特别是西安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
博单位有一批长期从事西安历史文化和华夏文明研究的学者。其中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市社会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
位的研究力量较为集中。这些学者或多或少可以参与到西安彰显华夏文明的历
史文化基地的建设行列中来。

西安地区还有不少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些人才也能在西安建立彰显华夏文
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现在国家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构建创新型社
会，这又给西安建设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五、凸现西安历史文化特色的方法和途径

要凸现西安历史文化特色，最好的方法是把西安建设成为彰显华夏文化的
历史文化基地。在西安建设华夏文明展示基地，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安地区
的实际情况。 在建设这个基地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对整个华夏
文明的认识；二是对大西安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三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彰显
华夏文明。 有了科学的规划，进行精心的建设，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断提高
基地的研究水平和展示能力。

如何将西安建成华夏文明的展示基地？ 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 我
们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设立一个研究中心，即西安华夏文明研究中心。 整合我国历史文化资
源，深入研究华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并利用大西安的资源优势，
展示华夏文明的成果。

二是创建八个展示平台：①史前文明展示平台。扩建改造半坡博物馆，开辟
猿人、智人、氏族公社三大展区，利用丰富的考古成果，展示华夏的史前文明。②
炎黄文明展示平台。以天水羲皇故里、宝鸡炎帝陵和黄陵黄帝陵为依托，充分利
用文献记载、考古成果和民间传说，描绘华夏民族波澜壮阔的英雄时代，展示炎
黄时期所创造的文明。通过这个平台，把西安建设成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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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明展示平台。 在西周镐京故地恢复明堂、辟雍建筑群体，或改造周公庙景
区，集中展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特别是西周时期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
④秦汉文明展示平台。启动阿房宫大遗址保护工程，以该工程的兴建为契机，构
建展示秦汉文明的大舞台。 集中展示秦汉时期的文明成果。 ⑤隋唐文明展示平
台。 发掘昭陵，唤起人们对唐代文明的重视。 做好唐代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兴建
一批影响较大的软件项目。 利用大明宫遗址的附属设施展示唐代的制度文化；
利用大雁塔及其附属设施，展示唐代的精神文化；改造唐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唐
代的物质文化。 通过多种途径，彰显辉煌灿烂的唐代文明。 ⑥宋元文明展示平
台。改建大斡耳朵，作为宋元文明的展示区域。⑦明清文明展示平台。利用西安
城墙、钟鼓楼和明清历史街区，展示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⑧近现代文明展示平
台。 在原点新城建设现代化博物馆，展示近现代文明。

三是开发四十多个精品景点：①西安城区：大明宫、曲江、半坡、杜陵、阿房
宫遗址、未央宫遗址、昆明池遗址。 ②东线：华清池、秦始皇陵兵马俑、华山、潼
关。 ③东北线：桥陵、泰陵、司马迁祠墓、壶口。 ④北线：阳陵、药王山、耀州窑、玉
华宫、黄帝陵、枣园。 ⑤西北线：郑国渠首遗址、昭陵、乾陵、大佛寺。 ⑥西线：茂
陵、杨贵妃墓、楼观台、五丈原、周公庙、李茂贞墓、炎帝陵、羲皇庙、麦积山石窟。
⑦西南线：张良庙、汉台、武侯祠、张骞墓、蔡伦墓。⑧南线：香积寺、兴教寺、翠华
山、香溪洞。 ⑨东南线：水陆庵、金丝峡、商邑遗址。

四是开辟七条特色旅游快线：①寻根文化旅游快线：西安至黄陵祭祖快线；
西安至宝鸡、天水寻根快线。 ②古都文化旅游快线：针对周镐京、秦咸阳和汉唐
长安的重要遗存设计专线。 ③陵寝文化旅游快线：秦陵旅游快线、汉陵旅游快
线；唐陵旅游快线。④宗教文化旅游快线：佛教旅游快线；道教旅游快线。⑤民俗
文化旅游快线：优选三四个民俗文化旅游热点，修建旅游快线。⑥红色文化旅游
快线：改善西安、渭南、延安等地红色文化旅游条件。⑦山水文化旅游专线：华山
快线、壶口快线、终南快线、太白快线。

五是形成六个精品旅游产业园区：①西安精品旅游产业园区。 以西安城为
中心，整合西安地区的旅游资源。统筹大明宫景区、曲江景区、阿房宫景区、秦始
皇陵兵马俑景区、杜陵景区、翠华山景区、楼观台景区和祖庵的旅游开发。 ②咸
阳精品旅游产业园区。统筹阳陵、郑国渠首遗址、昭陵、乾陵、大佛寺、茂陵、杨贵
妃墓的旅游开发。 ③渭南精品旅游产业园区。 统筹桥陵、泰陵、司马迁祠墓、壶
口、潼关、华山、洽川旅游资源开发。 ④宝鸡精品旅游产业园区。 统筹炎帝陵祠、
周公庙、雍城遗址、秦公大墓遗址、法门寺和五丈原的旅游开发。 ⑤铜川精品旅
游产业园区。统筹玉华宫遗址、耀州窑遗址和药王山景区的旅游开发。⑥天水精
品旅游产业园区：统筹羲皇庙、麦积山及街亭古战场的旅游开发。

要将西安建成华夏文明的展示基地，必须明确其发展战略。
1. 战略定位
———世界性的历史文化基地。 建立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是人类

文化史上的一个创举。 这个基地虽然建在西安，但它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文
化基地，而是一个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因为它不仅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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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全国，还要影响世界。所以要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问题，把这个基地建成世界
性的历史文化基地。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要彰显华夏文明，首先要对它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选出华夏文明的精华。 因此，研究工作是建设和发展的基础。 要把彰显
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建设成为华夏文明的研究会中心。

———华夏文明展示中心。 华夏文明的研究成果，要通过恰当的形式展示出
来，这样才能收到彰显的效果。要很好地彰显华夏文明，就必须结合西安地区的
实际情况，在载体、内容和形式上优中选优，从点到线到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开
放型的展示系统。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心。 彰显华夏文明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传承华夏
文明，发展华夏文明，扩大华夏文明在国际上的影响。 因此，在建设这个历史文
化基地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基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使它成为一个可以不断
优化的开放型基地，在传承华夏文明方面长期发挥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彰显华夏文明并不是拒绝外来文化，恰恰相反，
是要发扬华夏文明开放兼容的特点，更好地吸收优秀的外来文明，促进国际文
化的交流，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故本基地应当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

2. 战略空间
———一核：即古都西安为本基地的核心。 充分利用西安的文物资源的文化

空间，把西安城建成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的总平台和制高点。
———八线：以西安为中心，根据大西安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文化资源

情况，完善或修建八条旅游干线。东线从西安到潼关。东北线从西安到壶口。北
线从西安到延安。 西北线从西安到彬县。 西线从西安到天水。 西南线从西安到
汉中。 南线从西安到安康。 东南线从西安到商洛。 用这八条干线将关中及其周
边的重要景点连接起来。

———数十点。 在八条旅游干线沿线或两侧，利用原有的文化资源，开发数
十个重要的精品旅游景点。

3. 发展模式
———统筹规划。 从彰显华夏文明的视角出发，根据资源和需要设点布线，

注重点、线、面的结合及开发与保护的结合，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浪费。
———重点建设。 把华夏文明研究中心和华夏文明展示平台作为重点进行

建设。
———全面推进。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基地建设任务，点、线、面分工合作，

全面推进基地建设。
至于华夏文明展示基地的运营，也有形成良性发展的机制。
1. 政府组织
彰显华夏文化历史文化基地的建设是一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

人力物力。 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商洛、杨凌、天水七市一区的领导要切
实重视此项目工作，担负起组织的责任。成立历史文化基地建设委员会，组织协
调基地的建设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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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管理
为了便于建设和管理，基地的建设任务可分解为若干项目，进行项目管理。

提出质量要求和进度要求，明确权利和责任，按项目建设目标进行监督。
3. 企业建设
研究项目交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博系统的专家完成，要特别注意专家

的遴选，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建设项目交有资质、信誉好、实力强的公司完成，要
把建设质量放在第一位。

4. 公私合营
基地的建设和运行可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以国营为主，私营为辅。要建立

健全相关法规和制度，加强管理和监督。一方面要注重基地的经济效益，使本基
地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 要特别注重基地的社会效
益，务必使本基地发挥彰显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

建设华夏文明展示基地的政策建议：

（一）项目组织

1. 以西安为龙头，由西安-天水经济区“七市一区”的相关领导组成西安彰
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领导小组， 负责基地建设的宏观决策组织管理。
设基地秘书处、项目管理处和质量监督处，具体负责基地建设的组织协调和管
理监督工作。

2. 以西安地区的专家学者为主，聘请海内外的相关专家组成基地建设专家
委员会，充当基地建设的顾问或项目评委，并赋予他们较大的权力。

3. 依靠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成立西安华夏文明研究中心。 直接参与历史
文化基地的建设。

4. 在一些重要的景点、景区和产业园区成立工作组，具体负责相关建设项
目的实施。

（二）相关政策

1. 土地政策
统筹建设用地计划。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尽量避免土地浪费。但要保证重

点项目用地，使其具备相应的规模。
2. 投资政策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将部分公益性项目的国债转贷资金逐步转为拨款。 积

极鼓励社会投资。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区外企业特别是东部企业投资经济区
特色优势产业、节能环保项目等，在项目审批、核准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并给予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合理优惠。

3. 基建政策
优先布局重大建设项目。严格建筑单位资质，优先使用经验丰富、诚信度高

的建筑队伍，明确建设风格和特点，保证建筑的进度和质量。
4. 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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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掌握《文物法》和《文物保护条例》，在严禁破坏文物的前提下，从有利
于彰显华夏文明的立场出发，允许相关单位对文化景点进行改造。 鼓励文化创
新，允许景区的适当位置营建文化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允许有资质的文博单
位对某些文物古迹进行考古勘探或发掘。

5. 旅游政策
合理安排旅游路线，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国有旅游企业和私有旅游企业在

基地中经营旅游事业。 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不断优化旅游环境。 提倡文明旅游，
打击不正之风。

6. 环保政策
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 在建设基地期间，要提倡环保的理

念，科学规划，科学施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采取优化环境的措施。在基
地运营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环保。 建立奖惩机制，树立环保新风。

（三）主要措施

1. 提前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简而不繁，疏而不漏，装订成册，发给从事基
地建设的单位或个人，让他们参照执行。

2. 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制，每个项目都由专人负责。 项目管理采用标准化流
程，避免人为失误造成较大损失。

3. 项目建设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以质量为准则，以奖惩为杠杆，宏观
调控，微观监督，促进基地建设的健康发展。

4. 树立精品意识，促成良性循环。无论是硬件项目还是软件项目，都要按精
品的标准来要求。

在世界文明史上，华夏文明自成体系，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二是开放融合，兼包并蓄；三是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可以说，华夏文明
是东方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所形成的四大文明多
已衰落，唯有华夏文明经久不衰。由于华夏文明集人类智慧之大成，长期引领世
界文明的潮流，因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
实来看，把西安建成华夏文明的展示基地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如果把西安
建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将会越来越明
显，西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大。总之，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是
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西安曾经是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应当把它建设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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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安历史与长安学等的概念和内涵

杨东晨

———兼论目前史学研究的动态和省市学者任务的艰巨

我们生活、工作在有百余万年悠久历史的陕西古老土地上，又在具有 3000
多年文明史的古都西安工作数十年，且又长期从事国史和地方史研究，对陕西、
西安的历史不能说知道甚少。 但是要说对其了解、认识、研究有多么深刻，实不
敢自诩。

一、西安历史的概念和内涵

在做学问中， 人们往往会对司空见惯或习以为常的事物及问题不太注意，
觉得不过是大家都熟知的常识，也不花费精力去研究它。 历史、西安历史，就是
人们常说而未下工夫细究的一例。

1. 历史与史学
何谓历史？ 《辞海》释曰：“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

史和社会史。 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斯大林说：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一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
生产力和人们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列宁主义问题》。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647页）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习惯上，关
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 就中国古代史说，从《史记》到《清史稿》，都
注重历代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事件、疆域及兴替的叙述，民国史亦
是如此。

20 世纪 20 年代马列主义唯物史学观传入中国后，马列主义史学家开始重
新审视“二十五史”，批判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史书，按“五种社会形态”重新编
写古代史，突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提出了社会形态构架的理论。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
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
会形态构架理论的进一步阐述。马列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的史
书，将中国史按先后顺序及朝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史）、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史）社会，突出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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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资料室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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