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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泉县文物志

序

礼泉县历史悠久，文物遗存丰富，尤其是大唐时期文

物数量多，档次高，影响大。盛世明君唐太宗昭陵首开我

国以山为陵的先制，有陪葬墓2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大的

皇家陵园。昭陵六骏驰名中外，唐肃宗建陵石刻工艺精

湛，是目前关中帝王诸陵保存最完整的石刻群，昭陵石碑

系中国三大碑林之一。目前，全县共有古文化遗址200

余处，馆藏文物8000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古

代劳动人民艺术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礼泉古代灿烂

文化的历史见证。如何发挥县域文物资源优势，古为今

用，做大做强文物旅游事业，发展礼泉经济是全县人民多

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件大事。今年7月份，我有幸到礼泉

工作。上任伊始，就曾数次考察“两陵”，同时与有关方面

和部门积极筹戈lI昭陵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盼望有识

之士能为礼泉的文物旅游事业建言献策，欣逢礼泉贤达

张崇德先生《礼泉县文物志》付梓，故乐为之作序。

张崇德先生是礼泉的文史宗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他就在礼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对礼泉文物史迹多

有研究，著述颇丰o 1980年，他奉命带队，对礼泉境内的

文物资源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收集了一大批符合史实

的文物资料。之后。他领衔与阎振维、何书选、罗通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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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历时三载，五易其稿，编成了《礼泉县文物志》征求意

见稿。后因人事变迁，此稿未能得到及时修订增补，遂使

汗青未成o 1993年，他退居二线，仍然心系礼泉文物，为

了报答养育他的礼泉沃土和人民，使世人和子孙后代能

看到一部比较完整的《礼泉县文物志》，决心对原稿做一

次较大的修订增补，于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病体，在

家人的陪同下，再次对文物古迹进行实际调查，纠错补

遗，十载寒暑，终于使这部集大成的书稿付梓问世。

编修史志，鉴古察今，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

千秋大业。《礼泉县文物志》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比较

全面准确地记述了礼泉历史文物状况，通观全志，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结构合理，文笔流畅，是一部集

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集中反映礼泉古代灿烂

文化的史诗画卷o《礼泉县文物志》出版发行之后，诚望

各行各业、各界人士存以阅读，以志为鉴，扬长避短，继往

开来，不断开创礼泉文物旅游事业和经济发展的新篇章o

《礼泉县文物志》的出版，是我县文物旅游事业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谨以欣慰之情，向张崇德先生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由衰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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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泉县文物志》终于进入制版印刷阶段，不久将要

正式出版了，这无疑是一件令文物界乃至礼泉县人民高

兴的好事，当然也是朋友们企盼已久的快事。在该志即

将出版之际，著作人张崇德先生约我写序，我以为，写

“序”是县长的事。如果一定要写点什么，作为当年的组

织者，如今的旁观者，我想从旁观者的角度，旁记一点该

书编著和出版的艰辛，以图鞭策后生，激励学风o

2006年初，张先生把几经补充修订的《礼泉县文物

志》稿送给我说：“终于完成了，请你帮助联络出版事宜”o

对于一个已经退休十多年的老同志，他完全自觉，孜孜不

倦，十多年耕耘不辍。面对张先生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毅力，我深受感动，便很快读完了书稿。我认为，这次

补充修订的《礼泉县文物志》稿，内容充实，门类齐全，资

料翔实，尤其是那些直接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是其它志书无法取代的。出版《礼泉县文物志》是文物保

护的需要，是文史研究的需要，是乡土教育的需要。如何

出版?当时正值政协成阳市第五届第三次会议召开报到

之时，情急之下，我立即写了一份“关于尽快编审出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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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县文物志》的建议”，以提案的形式递交给大家，全文

如下：

“盛世修志”，人所共识。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成阳市及各县先后成立了《市志》、《县志》

办公室，至今已出版了不少县志和市志分卷，还

出版了不少专业志，如《地名志》、《交通志>、

《教育志》等，值得称赞。还有些专业志编修得

很辛苦，很艰难，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可喜

可贺。据我所知，成阳地区第一个完成县级文

物志初稿的是《礼泉县文物志》稿。那是1982

年，人们对文物志的编写体例还处于探索阶段，

国家还没有颁布统一的体例规范。因此，全国

各地所编写的“文物感”，就体例而言，真可谓五

花八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文物局在贵阳召

开了“全国文物志编写体例研讨会”，<礼泉县文

物志》稿作为当时陕西省的第一本县级“文物志

稿”，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被胶印成册，代表

陕西省参加了那次会议，填补了当时陕西省的

空白，也为咸阳地区争得了荣誉。但在那次会

议之后，修订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没有经费，

缺少必要的工作条件，后因主要执笔人员工作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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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而搁浅o 90年代初。主笔人张崇德先生退

休了，他又开始了搁浅多年的修订工作。十多

年来，他不遗余力，早出晚归，摸爬滚打，在夫人

的陪伴下，在其子女们的支持下，完全自费，逐

乡逐村，重新复查、测量、绘图、拍照了礼泉县的

各个文物点，终于按照原先参加会议的要求，按

照志书编写的新近要求，完成了《礼泉县文物

志》稿的修订工作。新修订的《志稿》，内容比原

稿增加了很多，图表和字数比原稿增加了近两

倍，可以说是一本资料详实、考证充分的县级文

物专业“志稿”o拜读之后令人感动，十余年默

默舻耘，毅力可嘉。现在我推荐，我呼吁——张

崇德先生主笔的《礼泉县文物志》(修订稿)是一

本很好的专业志书，万请有关部门和领导给与

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尽快把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并给与经费支持。我相信这本志书出版之后，

必将对加强地方文物保护，文史研究，推动乡土

教育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

我的提案得到了市政协领导的重视，决定立案办理，

也得到了市、县方志办公室和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六七

月份时，市县两级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张英民、张世民、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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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云先生先后两次来汉阳陵商谈出版事宜，并以书面的

形式答复了我的提案，说《礼泉县文物志》已经列入出版

计划，所需经费已经落实。对此，我非常高兴，感谢他们

对《礼泉县文物志》出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也非常感谢

各级领导对提案工作的重视和办理。

最后，我衷心祝愿《礼泉县文物志》早日正式出版!

——6——

曹发展

200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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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80年10月，我被成阳地区文管会任命为咸阳地区

文物普查队第六队队长，专门负责对礼泉境内文物的普

查摸底工作。我们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走乡进村，对礼

束境内所有文物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考证，收集了一大

批符合史实的文物资料，摸清了礼泉文物存量情况，圆满

完成了成阳地区文管会交给的普查工作任务。1981年8

月27日，上级和县上决定在文物普查情况的基础上，编

写《礼泉县文物志》，由我和阎振维、何书选、罗通瑞等人

具体负责。我们反复多次考察全县的各个文物点，重新

考证、核实。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编成《礼泉县文物志》初

稿，并面向社会各届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过五次较大

的修改充实，于1983年7月25日付印，形成《礼泉县文物

志》征求意见稿。

由于该志稿是当时成阳地区乃至陕西省最先形成的

县(区)文物志，故此志稿备受省、地文物领导部门的重

视，将其作为陕西省和咸阳地区文物志编写的“参样本”o

并于1983年下半年被省、地文物志编办带到全国文物志

编写工作座谈会贵阳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了与会代表

的肯定。一时间，山东、浙江、江苏、青海、四川等省的文

物部门多次派人登门或写信索要、求购。
一l一



前 言

1983年底，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文化部文物局成

阳培训中心任秘书科科长兼教务科科长，阎先生亦被聘

至礼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之后，县上又进

行了机构调整，故志稿修改充实工作停滞。到咸阳工作

十余年间，我常常挂牵志书的编写工作，陕西省前文管会

办公室和前文物志编办负责人、文博专家王翰章先生和

成阳市前文物局副局长曹发展先生曾建议我完成《礼泉

县文物志》，盖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o

1993年我退居二线后，决心在原有基础上并结合贵

阳会议对礼泉《志稿》提出的意见，做一次较大的修订争

增补，使之日臻完善。虽然我身体状况不好，体力、精力

大不如从前，而且还存在经费、交通、人力等方面的实际

困难。但是为了文博事业，为了报答养育我的礼泉沃土

和人民，让世人和子孙后代能看到一部比较完善的《礼泉

县文物志》，从1995年开始，我克服各种困难，针对原志

稿的纰漏，和全家人一起逐一复查和核对，并多次进行实

地调查，然后查阅各种有关历史文献进行考证，自费完成

《志稿》的修订和增补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辛与努力，

《礼泉县文物志》得以脱稿问世，面对读者，是为我之祈

盼，亦凝聚了各位领导和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藉此致以

衷心的感谢!

一2一

张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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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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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物资源振舆旅游虚紫

中共札泉县委书记形宝i∽



张崇德

张崇德，礼泉县城关镇汤房村

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中国钱

币学会会员、陕西省博物馆学会会

员、馆员 先唇曾任礼泉县赵镇中

学史地教研组组长、圃总支副书

记、公社文教专干、社管会委员、

七年制学校校长、礼泉县文教局文

化组组长、礼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秘书，文化部文物局咸阳培训中

心、陕西省文博干部培训中心秘书

科科长兼教务科科长．咸阳市渭城

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局机关党支

部书记、局巡祝员 曾被陕西省文

物局机关党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机

关工委评为‘优秀党员” l 998年

5只退休．从事文物工作24年 主

要作品有：《唐代建陵殛其石

刻》，《礼泉赵镇唐代石鼓经

幢》、《唐顺陵营建初探*、《古

陵摹石仪小议》、《昭陵之最*、

《厝温宿峙与温宿县略考》，《汶

谷口县考》、《北阁天元皇太后和

她的金玺》、《贞观之治管窥》、

《李虎、挛日丙父子和他们的睦

墓》、《浅谈文物志的编写》、

《中国现代史纲要》、《淳化西周

大鼎由来试析》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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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泉

(一)鸿沟遗址出土骨，玉器

(二)宁家遗址出土陶器



∞麓毒

(三)泔河坝出土西周铜簋

(四)泥河大桥出土铜镜、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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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建陵

休息期间用餐

C

J987年作者同家人

调查建陵回归时情景

2003年同家人

调查昭陵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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