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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元方

-《陕西省志·人口志》是一部关于陕西人口问题的书，资料丰富，

内容翔实。编著者曹占泉。校阅之后，特为之序o

现实生活愈来愈证明，人口问题同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

系，至为重要。我国现代人口的发展，大约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从

世界范围讲，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可耕地只占世

界可耕地的百分之六点六八。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我们正在致

力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以彻底改变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

这是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必须加强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

提高，以彻底改变人口发展的无计划状况，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如果

我们不是这样认识人口问题和正确处理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

展的关系，势必造成人口生产同物质生产比例的失调。现在，人口生

产同物质生产的比例失调现象，在全国存在着，在陕西省以及省内各

市、地，县、乡、村也都存在着。这只要我们简单地将任何_．市、一

地、一县、一乡、一村的可耕地与人口的历史变化情况加以统计对比，

就不难看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控制人口的迫切性。现在，人口问题，

已不是一家一户的事，个人的事，而是日益成为社会大事，国家大事

和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了0 。

按照国家计划，到公元200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将翻两番，

并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此，人口问题必须研究，人口政策必

须讲求，人口增长率必须削减，人口计划工作必须加强。

回顾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有很





人口理论工作的薄弱。长期以来，我们的人口理论停滞在一百多年前

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水平上，只承认相对的人口过剩，不承

认也有绝对的人口过剩；认为人口问题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有，而在社

会主义似乎是不会有的。在这种观点支配下；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

没有在我国得到应有的发展，以致失去对实际的指导。其二是忽视了

我国人口的实际，没有从本国的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实际出发，研

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

分重视人口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理应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有

所发展而且已经有了发展。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人口计划与经济建设同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执行这一国策，必将造福

于国家人民，这是不言而喻的o

《陕西省志·人口志))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省的人口资料。

书中介绍了陕西从八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到现代人的人类进化历程和

陕西历代人口的发展过程，对于陕西历代人口数量的变化，户籍的管

理等均有较详细的阐述。而且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

人口学、优生学等方面的知识。对研究陕西人口史、民族史、婚姻史

以及计划生育，都是很有用的。它的内容，虽不能说已十分完备，有

的观点亦不是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我们陕西毕竟有了一部较为完

备的人口志，从而填补了陕西人口史料的空白，这确是令人高兴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



凡 例

一、断限：上限起自八十万年前，介绍蓝田猿人的

活动状况；．下限截止1982年底，记述全省人口的现状。

二、体例：本书采用志体，横列人口门类，纵述人口

过程。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以类系事，事以类从。先分

大类，次分小类，共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层层相辖，

先后相因。

三、形式：本书采用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

主，图表相辅，附录为补。
’

四、范围：以全省总体人口为主，兼及地、市(郡、

府，州)、县人口。既写人口实数，也记人口变迁、分布、

构成及其原因、过程和结果，并记当时的人口思想和政策。

对因历史沿革所形成的不同时期的陕西人口，均改化作现

代疆域的行政区划而计算数值。

五、资料：本书引用资料，民国以前以二十四史地理

志、食贷志、帝王纪和官修“会典"、“会要"、“户部清

册’’之类为主；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人口资料则以地方志、

历史档案资料为主；现代人口资料主要来源于文档、统计、

公安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文献资料。
‘

对于同一时期、同一项目，来自不同方面的记录资料，

其差异较大者，则择取较为符合当时人口发展规律的一种

资料，列入相应的门类中，其余列入附录中，以便对照考

察。
。



2 凡例

为了有关方面研究方便，本书在记述人口的同时，也

收集了户籍资料，并对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资料，分列

专章，重点记述。

六、方法：为保证新编志书的科学性，本书除用志书

的方法记述外，还应用了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统计分析

方法、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考古资料分析方法、历史资料

对比法等，以期达到尽可能地揭示人口规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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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萋妻雾 雾墓

’西安段

59．82千米，1993年全部架设完成并于翌年9月投运。

至1997年底，西安电网内有330千伏线路8条，网内长度383．57千米。有330千伏

变电站2座，主变压器4台，容量 96万千伏·安。

表1—2—1为1997年底西安地区电网35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一览表。

表1—2—2为1997年底西安地区电网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一览表。

表1—2—1 1997年底西安地 区电网35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一览表

序号 站名
电压

(千伏)

主变压器

( 台)

容 量

(万千伏-安)
序号 站 名

电 压

(千伏)

主 变压器

( 台)

容 量

(万千伏·安)

1 南郊 330 2 2×2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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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当今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

在各方面带来了不少困难，同样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党

中央已把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战略性的决

策，是实现党的十二大规定的战略目标的需要，是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因之，系统

地研究一个省的人口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因为陕西这个地方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全面地研究陕西

人口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摇篮，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和发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探讨陕西

人口的历史，可远溯到八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十五万年前的“大荔人"

以及六、七千年前的“半坡人”。随后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陕西地区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又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是古长安以及

处于泾渭平原的关中地区，曾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大小十一个朝

代在这里建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建设了繁华的都

市，商业发达，人口密集，使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到了现代，

陕西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中国的革命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研究陕西的人类起源、人文历史和人口的发展过

程，展望陕西人口的未来趋势，编纂成一个省的人口资料，对于全省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 。

第三，编写这本书也是陕西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解放后，陕西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面貌发生

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同时人口也迅速增长，从







2 陕西省志·人口志
●

学的原则推引而得。假使狩猎经济社会，供给的生活资料每平方公里土地可

资15人生活，而农业经济社会每平方公里的耕地则可资百余人生活。依此推

。算，春秋战国时代的陕西人口可能在200万左右。
、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前22卜一58 1)

秦代先后建都雍城，栎阳、咸阳以及统一全国的伟业，均在陕西这块土

地上发生和完成的。据梁任公估计，秦时全国人口大约为3，000万③。秦代人

口从总量上讲，肯定比周代人口数要大得多，但当时人口的伤亡也是很大的。

自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期间④，破六国兵，斩首达100余万，大屠城13次，

其中，5次屠杀人口达90多万。 ，·。
、

．．

一秦末汉初，因累年兵灾饥馑，人口也是有减无增。据《汉书》功臣表序

载“大城名都，人民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汉书·食货志》载：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

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

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汉惠帝后，国内始得休养生息，人口方有

增加，经“文景之治”，．“天下殷富，!粟至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⑨

武帝初年，汉代社会经济达到最高峰⑥，人口也随之迅猛增加。到平帝时“百

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⑦自惠帝初至平帝初，约190年，

陕西人口的增长同全国人口一样，大抵增高一倍以上。其中重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当时皇朝奖励早婚多育；其二是西汉积极发展农业。高祖首倡重农主

义；文帝施行重农政策，减免田税；武帝时下诏日：“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以赵过为搜粟都尉，实行代田深耕。改进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普及畜力耕

、作。开发农田，兴修水利。朔方，西河引河川溉田，关中开渠灌田，．农业产

量显著增高，社会经济得以繁荣，人口自然日益增长。 ．

至于东汉时期，陕西人口大幅度减少。其因一是国都东迁于洛阳；二是

人口与土地之比例失调；三是自然灾害频仍，人民无以为生；四是战乱死亡，

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剥削和饥荒而起义。绿林、赤眉几股起义军，都曾在

陕西境内活动，“赤眉、樊崇等数十万人入关⋯⋯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

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⑧。经过20余年之兵革，

经济之凋敝，社会之凌乱达到极点，入口大减。虽光武帝至和帝八十余年，

经济恢复，但桓帝至灵帝时(184)由于土地兼并，百姓力屈，不堪复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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