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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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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善寺僧陶棺 ( 107)…………………………………………………………

行省左翼虎贲都蔚印 ( 108)…………………………………………………

元铜权 ( 109)…………………………………………………………………

元钧窑碗 ( 109)………………………………………………………………

元耀窑刻花执壶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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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铁佛造像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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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多宝人物镜 ( 111)…………………………………………………………

明“梁奕西襟”城门额 ( 111)………………………………………………

明城隍铜像 ( 112)……………………………………………………………

清铜砝码 ( 113)………………………………………………………………

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大瓷瓶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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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金墨书折扇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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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华山神庙之碑 ( 121)……………………………………………………

苏孝慈墓志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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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草书立轴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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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拴马桩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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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婆娘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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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建政口号碑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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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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