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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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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县皮影戏

皮影，又称灯影，以在灯光照射下用兽皮刻制的人物隔亮布演戏而

得名，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皮影发源于汉，唐以后流传

民间。

研究证实，中国所有的戏曲种类，均起源于陕西秦腔，秦腔最初起

源于皮影戏，而皮影戏又起源于华县。因而可以说，华县是中国皮影的

重要发源地之一，华县皮影就是中国一切戏曲艺术的总源头。中国皮影

的国际正式名称叫“华剧”，即华县皮影戏曲之意。

华县皮影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品种，同时也是被

国内外皮影界公认的是所有中国地方皮影乃至世界皮影艺术种类之集大

成者。因其最古老、最精粹、最成熟、最完美、最经典和最有资格代表

中外皮影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 “中国皮影之父”、 “中华戏曲之父”

和“世界皮影之父”、“世界电影之父”。所以专家们认为，华县皮影在国

内外皮影史的地位，近似于秦始皇兵马俑在中外考古史的地位。

华县是皮影戏的源头，中国是世界皮影戏的故乡。早在 13 世纪初，

皮影随蒙古军队传到中亚细亚一带，14 世纪中叶传入波斯，15 世纪 ( 明

成化年间) 传入埃及，17 世纪初 ( 明万历年间) 传入土耳其，18 世纪天

主教传教士把中国皮影介绍到法国，1767 年曾在巴黎剧场做过表演。清

乾隆三十九年 ( 1774)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于威蓝博览会上介绍过中国皮

影戏，1781 年他曾主持过以德国故事为内容的皮影演出。法国的乔治撒

杜尔在《电影通史》中，把中国的皮影戏称为电影的前驱，而浑司楼在

《人们的剧场》一书中宣称: “有声电影的来源，不能不推崇中国影戏为

开山之祖。”确立了中国皮影艺术在世界艺术史和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

华县皮影有四绝: 一是皮影雕刻作品造诣高。华县皮影一般由牛皮

刻成，皮质优，雕工精细，造型逼真，含义深刻，个个堪称艺术精品。

二是演唱功力极深。选用碗碗腔，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全由一人

包唱，非有绝等深厚之演唱功底者所不能为。三是表演者功力精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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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剧团一般仅有 5 人，除演唱和对白之外，还有挑线、二弦、板胡、月

琴、碗、锣、鼓、镲、梆、唢呐、号等 20 多件乐器，每个人都要充当 4

个以上的角色，因此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特别是挑线手，外地皮

影至少得两人以上，华县皮影则一人独挑，一人操作数十个乃至上百个

皮影造型，临乱不惊，游刃有余，堪称一绝。四是华县皮影博大精深，

综合艺术水平炉火纯青，堪称戏曲艺术之绝唱。

一千年来，皮影在农村广大地区流行，最红火的时候从元明开始分

为不同流派，陕西皮影、唐山皮影、广东皮影等。清代，皮影发展到鼎

盛时期，很多官第王府豪门旺族乡绅大户，都以请名师刻影人、蓄影箱、

养影班为荣，乡村城镇大小皮影班比比皆是。清后期，许多地方官府害

怕皮影的黑夜场所聚众闹事，便禁演影戏，加之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

生，皮影行业一蹶不振、万户凋零。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残存的皮影班社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下，

又获新生，破“四旧”时皮影毁失殆尽。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了

复苏的环境，但在现代视听手段等新科技和流行文娱形式的冲击下，许

多地方的皮影已经灭绝，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华县皮影也走到了濒临灭绝

的地步。

2005 年，华县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 “陕西皮影艺术之乡”。2006

年华县皮影戏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皮影雕刻工艺品被

作为馈赠精美礼品走俏市场。华县皮影戏也数十次作为陕西和中国民间

艺术代表出访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并演出。中央电视台等百余家新闻媒

体对华县皮影这一濒临灭绝的古老艺术进行了报道，国学大师季羡林等文

化界知名人事为华县皮影题词呼吁，华县皮影在新时期焕发了新的活力。

( 郑俊峰)

华阴老腔

华阴老腔是皮影戏的一种，其源远流长，是我国最古老的戏剧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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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它从西汉传唱至今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

华阴老腔起源于民间生活，是由漕运船工的号子声脱胎演变而成。

据《前汉书》、《华阴县志》和 《西汉京师粮仓》记载: 华阴东北三河口

( 黄河、渭河、洛河交汇处) 是直达京都的水运码头，京师粮仓即建于

此。当年这里千帆竞渡，百舸停泊，船工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一片繁

荣景象。船工们居住的泉店村，流行一种民间小调，即一人领唱，众人

用桨在甲板或船舷上拍打节奏随应。就这样，经过长期声律磨合，一种

一人领唱，众人帮腔的“拉坡调”应运而生，当时也叫“拍板戏”。这就

是华阴老腔的起源。

唐宋时期，兴起了市民文化，这时，华阴老腔开始有了乐器伴奏，

唱腔也不断完善，并以皮影人物为载体，进入了 “勾栏瓦舍”，形成了独

立的剧种，这在 《京华轶事录》中已有翔实记载。明清至 20 世纪初期，

是华阴老腔的鼎盛时期，常演出的班社达 10 多个，其活动领域以陕西东

府为中心，辐射到晋、豫、甘三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华阴老腔剧目

浩繁，现存的剧本有 200 多个，其中以西周、列国、三国、唐宋时期的历

史剧最多，有 120 多个，如《黄河阵》、《临潼斗宝》、《三战吕布》、《出

五关》、《三气周瑜》等。演出活动渐渐融入民间节庆习俗，婚丧礼仪，

成为民间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华阴老腔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演出范围也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为华阴老腔的

进一步发展开拓出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华阴老腔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剧史上的本源性，传承上的封闭性，

剧种上的独特性，取材和风格上的张扬性，音乐体系上的自律性，审美

对象的广泛性，语音风格上的原声性。独特的形成史和独特的审美因素

决定了它独特的艺术价值，被民间文化专家靳之林称为 “中国戏曲的活

化石”。

( 黄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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