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洛南县素有陕西“东南门户”之称。 

丹江漂流被誉为“西北第一漂”。 

山阳县有“三山夹两川”之称。 

2001 年山阳县被陕西省科技厅命名为“国家中药材丹参、薯芋栽培基地”； 

2001 年山阳县被陕西省科技厅命名为“陕西省中药现代化科技示范县”。 

丰阳塔素有“塔乃丰阳图画”之称； 

镇安县是板栗之乡。 

柞水县自古被誉为“天然药库”； 

柞水县银铅藏量列全国第二； 

柞水县柞水溶洞被誉为“北国奇观”； 

柞水县柞水溶洞是全国十大名洞和陕西省十大名胜风景旅游区之一； 

柞水县是天然“药仓”，中草药分布广，品种多，数量大，质量高； 

柞水县是“自然博物馆”； 

柞水县是“天然公园”； 

柞水县有“聚集人间千幅画，呼出玉宇万家仙” 之说； 

柞水县有“终南胜景知多少，柞水别开一重天”之说。 

国家鉴定大西沟矿床是一个铁藏量居全省之首位，名列全国前茅； 

大西沟矿床银铜藏量名列全国第二的一个多矿种的矿田； 

大西沟矿床被誉为陕西省未来的大型钢铁基地。 

柞水溶洞风景名胜区被誉为“西北一绝”。  

柞水牛背梁生态旅游区被誉为“天然氧吧”；  

对峰台是柞水久享盛名岿峻壮丽的山峰之一。 

柞水对峰台“赛似俄眉，胜似华山”，被当地群众称为“奇峰”。  

 



 

第二章 城市概览 

商洛中文名称： 商洛市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中  

下辖地区： 商州、洛南、丹凤  

政府驻地： 商州区迎宾路  

电话区号： 0914  

邮政区码： 726000  

地理位置： 陕西东南部  

面积： 19292 平方公里  

人口： 240.6169 万(2004 年)  

气候条件： 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四皓墓、文庙、丰阳塔、商州城垣、二郎庙、商州城隍庙、龙山双塔  

火车站： 商洛火车站  

车牌代码： 陕 H  

商洛简介 

商洛，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与鄂豫两省交界 。 

东与河南省的灵宝、卢氏、西峡、淅川县市接壤；南与湖北省的郧县、郧西相邻；西南与安

康、宁陕、旬阳，西北与长安、蓝田毗邻；北与潼关、华阴、华县相连。界于东经 108°34′

20″—111°1′25″，北纬 33°2′30″_—34°24′40″之间。 东西长约 229 公里，南北

宽约 138 公里。全区总面积 19292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9.36% 。辖商州、洛南、丹

凤、山阳、商南、镇安、柞水 7 县(区)，67 个乡，92 个镇，4 个办事处。至 2005 年底，全

区总人口 240.6169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05.7391 万人， 非农业人口 34.8778 万人。市

委、市政府所在地商州区，距省会西安 80 公里。 

商洛地形地貌结构复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境内有秦岭、蟒岭、流岭、鹘

岭、新开岭和郧岭六大山脉，绵延起伏。岭谷相间排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

南伸展，呈掌状分布。海拔最高点位于柞水县北秦岭主脊牛背梁(2802.1 米) ，最低点位于

商南县梳洗楼附近的丹江谷地(2154米)。主要河流有丹江、洛河、金钱河、乾佑河、旬河

五大河流，纵横交错，支流密布。横垮长江、黄河两个流域。北部气候属暖温带，南部气候

属亚 热带。年平均气温 7.8—13.9℃，最高 37℃—40.8℃，最低-11.8℃—-21.6℃。降水



 

量 年均 710—930 毫米，日照 1860—2130 多小时。无霜期为 210 天。山高，并不危岩耸天，

水多，亦很少激浪泛滥。其风土人情，既兼北国之旷野，又融南国之灵秀。山清水秀，风景

如画 。 

商洛地区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这里就有先民活动。

新石器时期，洛河、丹江、金钱河、乾佑河、旬河沿岸，先民在此聚居，繁衍生息。《史记· 殷

本纪》载，契(xiè)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国名也。《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

县，古之商国。《水经注》曰：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契即帝喾之子。随着朝代

的更替，地方建置先后为郡、州、路、道、区、分区、专区、地区，称谓不一，隶属各异。

夏商时期，属豫、梁二州，西周和春秋时期属晋，战国属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部和南

部分属关中郡内史区和汉中郡。西汉时分属弘农郡和汉中郡。东汉时分属京兆尹和汉中郡，

晋泰始二年(257)设立上洛郡。北魏在境内设洛州和上洛、上庸、苌和、魏兴等郡。西魏增

设拒阳郡。北周撤销苌和、魏兴二郡，设慎政郡。宣政元年(578)改洛州为商州。商洛南大

门隋时撤销上洛、拒阳、上庸、慎政四郡，保留商州。后撤销商州，复设上洛郡。唐时撤销

上洛郡，复设商州，归山南道。后改商州为上洛郡 。宋时撤销上洛郡再设商州，属永兴军

路，后又改属河南路。元时属奉元路。明时属陕西省西安府。清时，商州升为直隶州，仍属

西安府。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撤销商州，原属县分别划归关中道、汉中道。后废道制，由

省直接领县。嗣后，设立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领属商县、洛南、山阳、镇安、商南、柞

水六县和民国末年设立的龙驹寨设治局(三等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陕南行署商洛分区，后改为商洛专区、商洛地区，2002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地级商洛市。 

区域概况 

商洛市地处陕西省东南部，与豫、鄂两省接壤。西邻古都西安，东瞰南阳盆地，北接八

百里秦川，南带江汉平原．总面积 19293 平方公里。内设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

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六县一区,196 个乡镇。商洛市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属暖温

带半湿润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710—930 毫米。 

雄伟的秦岭主脊、蟒岭、流岭、鹃岭、郧西大梁和新开岭五条主要山脉，像五根粗壮的

手指，由西北向东北、东、东南延伸在古老的商洛境内，洛河、丹江、金钱河、乾佑河、洵

河蜿蜒其中，岭谷相间依次排列，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把商洛造就成为一巨大的掌状山地。

北亚热带与南暖湿带的气候过渡，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以及高山低谷的垂直差异，秦

楚文化的交流融会，更是给这“魔掌”般的山地上蒙覆了神奇的面纱。使商洛成为一块神奇

的土地。 



 

神奇的山，神奇的水，神奇的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绎了一串串神奇的故事：像“契

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契于商”；卫鞅破魏，秦封之商於（音沃），号称商君；“商山四皓”

出山助吕后扶太子，居功不受而隐居采芝；李自成兵败进商洛养精蓄锐，驰骋中原；五支红

军进商洛，撒播了革命种子；李先念率师突围，建立了陕南革命根据地；贾平凹著书戏说商

州，等等，这些都让商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中多次闪光！ 

行政区划 

截至 2009 年 6 月 1 日，商洛市辖 1 个市辖区、6 个县。 

商洛市 面积 19292 平方千米，人口 241 万人（2004 年）。 

商州区 面积 2672 平方千米，人口 55 万。邮政编码 726000。区人民政府驻南大街。 

洛南县 面积 2562 平方千米，人口 45 万。邮政编码 7261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丹凤县 面积 2438 平方千米，人口 30 万。邮政编码 726200。县人民政府驻龙驹寨镇。 

商南县 面积 2307 平方千米，人口 23 万。邮政编码 7263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山阳县 面积 3515 平方千米，人口 47 万。邮政编码 7264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镇安县 面积 3477 平方千米，人口 28 万。邮政编码 711500。县人民政府驻永乐镇。 

柞水县 面积 2322 平方千米，人口 16 万。邮政编码 711400。县人民政府驻乾佑镇。 

 

第三章 历史沿革 

据《隋书·地理志》载，商洛之名源于商山洛水。历史上曾有上洛、商州等称谓。 

商洛在夏商时期，为豫、梁州地。西周和春秋属晋，战国为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北

部和南部分别属关中郡内史区和汉中郡。西汉时分属弘农郡和汉中郡。东汉时分属京兆尹和

汉中郡。东汉以后十余朝代，或为郡、为州称谓不一，管属各异。到明代和清初属西安府管

辖，雍正三年（1725 年）置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 年）废州府存县道，分属关中道、汉

中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设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商县、洛南、山阳、商南、

镇安、柞水六县。1949年全区解放，设陕南行署商洛分区，1950 年改设商洛专区，辖商县、

洛南、丹凤、山阳、商南、镇安、柞水七县。1969 年改为商洛地区。（以上摘自“商洛市政

府网站”） 

1949 年设商雒分区，辖商县、雒南、丹凤（由商县、山阳、雒南 3 县析置，治龙驹寨）、

商南、山阳、镇安、柞水等 7 县。 

1950 年商雒分区改为商雒专区，专署驻商县。辖商县、雒南、丹凤（驻龙驹寨）、商南、

山阳、镇安、柞水等 7县。 



 

1958 年撤销丹凤县，并入商县、商南 2 县；撤销柞水县，并入镇安县。商雒专区辖 5

县。 

1961 年恢复丹凤（驻龙驹寨）、柞水 2 县。商雒专区辖 7 县。 

1964 年商雒专区改名为商洛专区，雒南县改名为洛南县。 

1970 年商洛专区改称商洛地区，地区驻商县。辖商县、山阳、洛南、镇安、丹凤（驻

龙驹寨）、柞水、商南等 7 县。（以上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史为乐著》） 

2001年 8月 31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2001]94号）： 

撤销商洛地区和县级商州市，设立地级商洛市。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商州区。 

商洛市设立商州区，以原县级商州市的行政区域为商州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南

大街。 

商洛市辖原商洛地区的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和新设立的

商州区。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历史文化 

商洛锺灵毓秀，人杰地灵。据粗略统计，古今军政人员中，省级以上官员 50 多名。近

代商洛革命斗争史上，无数商洛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商洛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

献，有 3000多名献出了宝贵生命。有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执委、陕南领导小组组

长陈征，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商洛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彭一民，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赵希愚，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商洛人民开展革命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反

动派的陕南游击队指挥、陕南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巩德芳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条战线上

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为商洛赢得了荣誉。 

商洛文物古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丰富多彩，具有开发旅游产业的潜在优势。全区有

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保护点 1200 多处，其中省以上文保单位 20 多处。洛南旧石器地点群被

评为 1997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东龙山夏商周遗址被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文

化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洛河元扈山“仓颉授书处”摩岩石刻表明这里是文字的发祥之地。

蓝关遗址、武关遗址、商鞅封邑遗址和“闯王寨”、“生龙寨”遗址仍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汉代的四皓墓、隋代的文庙、唐代的丰阳塔、宋代的商州城垣、金代的二郎庙、明代的商州

城隍庙和龙山双塔、清代的会馆群成为人们参观与凭吊之地。正在开发的景点有洛南的老君

山、山阳的天竺山、镇安的塔云山、柞水的牛背梁、商南的金丝峡、商州的仙娥湖和丹凤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月夜贪看击剑晚， 

  星晨风送马蹄轻。 

这首诗就是对当时李自成生活的生动写照。这段时期，无论是月下练剑，还是灯下读书，

灵芝都紧紧陪伴着闯王，深得闯王欢心，婚后第二年灵芝生下一子，闯王异常高兴，立即将

金钟山改名为“生龙寨”，此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两年后闯王带大军进入河南，灵芝因孩子幼小未随。时间一长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

就把往日的绣楼改为“望君楼”，楼门东开，朝朝暮暮，她倚窗东望，只盼征人早日归来。 

公元 1644 年，灵芝听说闯王兵败被杀，身边的孩子也不幸夭折，她在极度悲伤之下，

坠楼而死。当地人同情这位贤良的女子，将她埋在寨北的山梁上，名为“西宫垭”。 

岁月悠悠，如今虽然李自成和王灵芝都已作古，但是生龙寨却成了当地一个旅游景点。

每年春天，这里鲜花遍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慕名到生龙寨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第五章 风景名胜 

漫川古镇  

古镇漫川关，在山阳县东南边睡 70公里的漫川镇，地处金钱河与靳家河之汇合处，以

地貌广大水域宽阔而得名。昔疆秦楚之塞，今界陕鄂之边，历代均于此设防，陇海铁路通车

前，漫川为水旱码头，成为陕鄂豫蜀物资交流重要集散地之一。  

漫川关历史悠久。春秋时为蛮子国；战国时，楚至方城经此通过，秦楚分界碑今还尚在；

北朝西魏废帝二年(公元 533 年)置漫川县，北周保定三年(公元 563 年)并入丰阳，明成化十

二年(公元 1475 年)设巡检司，清为里，民国为镇。南宋时，这里是宋金双方反复争夺的迂

回战场。明清两代，这里水运发达，当时兴建的船帮会馆、湖北会馆、武昌会馆、骡帮会馆，

武圣宫等建筑物今被列为保护文物。  

山阳八景之一的漫川关依山傍水，群山环绕，东有崔嵬的龙山，北有巍峨的鹘岭，西南

有磅礴的郧岭，金钱河、靳家河穿境而过。这里气候温湿，盛产柑桔、稻米、芝麻、桐油。

今漫关镇设在街道，全镇辖漫川关街等 8 个村民委员会，2491 户 9500 人，其中回民百余人。

他们多南人，讲礼仪，善巧言，语言婉转，圆润如歌。  

漫川街道长而狭窄，均用石条石块石子铺成。两旁民宅，多以木板为墙，房屋小巧玲珑，

上有一层阁楼，绘画山墙，翘龙凤角，明镜悬顶，古色古香。街道日日有集，商铺颇多，一

直延续着“男人下田，女人摆摊”的习俗。汽车站连接山漫公路、色漫公路、漫津公路，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