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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主口

忆往昔，周秦汉唐美傲天下的辉煌，演绎着中华精神跨越千年的不老
ν 

记忆;看今朝，陕西现代文明的撒情创造，再次擂响三秦儿女富民强省的

进军号角!

陕西，景色优美，山川秀丽。 自然的鬼斧棉工，塑造无限风光雄奇峻

秀 ; 文化的浸润绵延，辉映众多名胜古迹霞光溢彩;自然与犬变的深度融

合，诠释着这一区域的独特魅力 。 北部黄土高原，沟整纵横，雄浑壮丽，

一如唱不尽的信天游，扭矿豪放;中部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农耕文明与

历史文化融合呼应;南部秦巴山地，兼具秦雄楚秀，山清水碧，百里阿廊。

秦地如此多娇，怎不让人心驰神往。

陕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人文始祖炎帝、黄帝自此开启肇造了中

到 华文明哩。 周、秦、 汉、唐等 14 个王朝在此建都，构建起中同千年的政治文

化中心。 作为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汉族、汉文化、汉语言

创始地，是中同的根脉所在。 更值得骄傲与自豪的是，为领导全国革命，

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了 1 3 个春秋，奠定了新中同的基石，培育了光照千秋

的延安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陕西，物华天宝 ， [豆位独特 。 地处中同内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起

点，是中同大西北的门户，是连接中同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甫的交通

枢纽。 随着西部大开发深度推进和|陕北能源基地建设的迅猛发展，陕西"桥
t 气 i 侃'

头堡"地位日益凸显，已成为两哇主F富集地和同家重要的能源接续地 ， 吨 iι

成为全罔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基地和航空、 航天、电子等高新技术民~哈!i

基地和科技教育人才的高地。 飞、喝足

岁月如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勤劳勇敢的三秦犬民为中华I归的 t~ '~附

割造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锺立特别是黯骂王 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努芳，陕西的审貌 ?:ffi 

- 二 t._~高民辑， f";挝吁
h~，~勺F户'

吨 Y唱:

Jf 
k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全省经济实力

大幅增强、发展基础不断巩罔、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主萄牙实力已进入了中等发达省份，正向着科学发

展、富民强省目标阔步前进。
一个人的成长曹￥在不断向省中臻于理性和成熟， 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乃至一个区域的发展更要在历史的回望和清晰记忆中理清思路，坚定信

心，励志前行。 在快速发展的今天，除却尘杂与寄躁停下来，等一等自

己的灵魂是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可贵品质。 认真整理过去可衣能稳健

更好地开创未来。 由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篡出版的《陕西域览~，秉持豆志纪
俨 实的简约与理性，较好地反映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资源和历

史文化情况，铺陈出了陕西历史文明的悠久与淳厚，张扬了陕西现代文明

的精彩与辉煌，彰显了陕西建设西部强省的自信与豪迈，是一部丰厚的地

情资料集成，是宣传陕西、推介陕西的普及读本，更是新时代陕西的真实

反映。! 这本书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全省人民爱国爱

乡情怀，增强自信自强，全方位宣传陕西，扩大对外交流，都很有益处。

东风浩荡满眼春，万里征程催人急。 传承秦人执着的历史记忆，满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豪情，在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

的征程中，陕西前行的脚步将更加坚定自信，陕西发展的明天将更加灿烂

辉煌。

飞 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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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双唐i可随哉 延去次~ft震神州/历史;每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厚重绵长。 100 多万年前的

"蓝田猿人"是迄今已知最早在陕西生活的古人类。 随后的"大荔人" "黄

龙人"等古人类在此繁衍进化。 距今 6000 多年前的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著

名的仰韶文化母系氏族村落遗址。 距今 5000 多年前生活在姬水流域的黄帝

部落和姜水流域的炎帝部落，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民族共同体一一华夏族，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 先后共

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

北周、隋、唐 14 个朝代在陕西建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览

一应l事时期

西周(前 1046一前 771 ) 周是陕西关中一个古老的部族，始祖名弃，

善种植，尧舜时被封为"后穗封于部(今陕西武功县及杨陵区一带)。

公刘时由部迁到那(今彬县、旬邑县之间)，到古公直父时迁到岐山之阳的

"周原" (今扶风县与岐山县交界处)。 周人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

设置官吏、建立军队，商代晚期己为渭水中游的强盛诸侯同。 姬昌(文王)

迁都丰(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一带)。 姬吕死，其子姬发(武王)即位，

在洋河的东岸营建铺京(今洋东新区斗门镇一带)并修文王绪业，公元前

1046 年，经牧野之战，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

2 

西周时期，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诗经》 中有对当时农田劳作的

1963 年出土于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的

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何尊"铭文中有"余其

宅兹中国，自兹义民"等文字， 这是"中

国"一词的首次出现。

描绘:土地之上众人稠耕，丰收

的谷子堆积如山 。 青铜器制作有

了新的发展和创造，所铸器物凝

重典雅大方，同类器物成组配套。

而且铭文字数增多，如清道光末

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

文长达 497 字，记载毛公向周宣

王为国献策之事。

幽王无道，国势急衰。前 77 1

年，申侯联合犬戎破铺京，杀幽

王，立其外孙、废太子宜臼，是

为平王。 次年，迁都洛邑(今河

南洛阳)，史称东周 。

秦朝(前 221一前 207 ) 秦

人的祖先大费是黄帝之孙制硕的

后裔，舜:赐其赢姓。 秦穆公时，



任贤使能，虚心纳谏，灭国十

二，开地千里，国力日盛。 前

361 年，秦孝公继位，重用商

鞍两次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得

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

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

的诸侯国 。 秦王赢政先后灭

韩、赵、魏、楚、燕、齐，完

成统一大业。 前 221 年，赢政

称帝，史称"秦始皇"。 秦朝

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

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

以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

轨、统一度量衡。 对外北击匈

奴，南征百越，筑长城以拒外

敌，凿灵渠以通水系。 中央集

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中国

秦始皇赢政(前 259一前 210 )，秦庄襄王之

子， 13 岁继承王位，在位 37 年。是古今中外第

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被明代思想家李

贷誉为"千古一帝"。

2000 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 210 年，秦

始皇巡游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 其子胡亥即位，为秦二

世。 秦王朝虽在历史上拥有巨大影响，但其政暴虐，滥用民力，统一仅十

余年，而天下苦秦久矣。 前 209 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

下响应，文IJ邦、项羽起兵江淮共抗暴秦。 前 207 年，秦亡。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 36 郡。 陕西北部为上郡，陕南为汉中郡，关中能

辅区域设内史。 秦朝建立前后，关中的农业已相当发达，大量开垦土地，

牛耕普遍采用，已经出现了铁犁，还修建了郑国渠，灌田 4 万顷 。 秦始皇

陵区出土的铜车马、御俑及其他兵器，工艺水平很高，说明秦代手工业已

有很大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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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肃圭又魏哥甫北朝时期

西汉(前 202-9 ) 秦亡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把陕西关中和

陕北地区分封给秦朝的三名降将 : 章郎为雍王，治咸阳以西地区，都废丘

(今陕西兴平县);司马欣为塞王，治咸阳以东地区，都标阳(今陕西临漳

县);董黯为霍王，治陕北地区，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一带)。 将应封为

关中王的刘邦分封到偏僻的汉中区域。 前 206 年，汉王刘邦率军暗渡陈仓

(今宝鸡)，袭击关中，点燃了楚汉之争的烽火。 章郎自杀，司马欣、董黯

投降，陕西遂为刘邦所占。 前 202 年，项羽乌江自尽，刘邦在泪水之阳(今

山东曹县)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4 

汉武帝刘彻(前 156 年一前 87 年)，在位期间北击

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逾葱岭，奠定了中华疆

域版困 。 "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

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 其所开创的"汉武盛

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

西汉京师长安城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大规模的城市，当时世

界上只有欧洲的罗马

城可以与之媲美。

汉武帝时，派遣卫

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规

模出击匈奴，将汉朝的

北部疆域推至漠北，随

后开拓南方疆域，使越

族以及西南各少数民

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

在一起。 西汉时期陕西

农业经济发达，主要得

益于水利和农业技术

的提高。 关中先后开凿

了?曹渠、龙首渠、六辅



渠 、 自渠 、 灵伊、渠和成国渠等溜运和灌溉渠道。 都尉赵过创造代田法，创

制楼车和藕犁，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当时铁器已广泛使用，纺织业

也有很大发展，长安东、 西织室集中织工数千人，专为皇室生产丝绸缓绢 。

西汉建筑遗址较多。 其遗留的汉砖，质密、体大、 量重，分有长形、 方形

与空心砖多种，砖的正面多有装饰图案;汉瓦当质地优良， 一般为圆形，

面上装饰有阳纹的图案或文字 ， 工艺精美。

长安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发展。 汉惠帝刘盈解除了民间不准藏书的禁

令。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长安

城内的石渠、 延阁 、 广内、兰台 、 膜麟、 天禄等阁藏书丰富，司马迁曾参

考这些藏书写成 《史记》。 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到汉成帝末年，学生增

加到 30∞人 ， 从全国各地选送青年到长安学习 。

长安同西方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 前 139 年，汉武帝派遣张王军

(今陕西城固县人)带领 100 多人出使西域。 13 年后张毒返回长安，报告

了旅途经历和西方各国的地理、 物产 、 风俗习惯等各种情况，使西汉王朝

对西域各国有了正式了解。 前 119 年，汉武帝再派张王军率领 3∞人，携带

"丝绸之路"简圈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由张蓦首次打通。 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

断。 公元 73 年，东~班超义重新打通隔绝 58 年的西域，并将这条路线延伸到了欧

洲。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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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大量财物出使西域，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后，张毒分遣副使去大宛

(今中亚费尔干纳)、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月氏(今阿姆河北)、大夏

(今阿姆河南)等国。后来乌孙和这些国家都先后派代表随汉使者来到长

安。 西汉王朝每年都要派出使团，多则十余次，少则有五六次，每次使团

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 张毒和他以后的使臣带回了西域的葡萄 、

胡桃、石榴、胡豆、黄瓜、盲宿、葱、蒜、芝麻等植物种子，西方各国的

使者和商人带来了骏马、香料、宝石、火烧布和许多珍禽异兽;我国的丝

绸、漆器、竹器、黄金、自银以及铸铁和农耕技术，也从长安传向西方。

西汉末年， 农民起义不断，外戚势力日渐势焰。公元 8 年， 王莽篡汉 ，

改国号为新，西汉亡。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 关中仍保留"三辅"称号，长安仍维

持京兆府的名义，东汉末年( 190 )，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

董卓挟汉献帝刘协西迁长安。这次西迁并没有给陕西带来繁荣，而是把军

阀相争的战火引燃，陕西经历了一次大浩劫。东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魏

晋南北朝时期，这段时期在陕西建都的政权先后有西晋 、 前赵、前秦 、 后

秦、大夏、西魏和北周。除大夏建国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外，其余

朝代均建都汉长安城。

这段时期陕西境内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战乱动荡的局面，但也有政治清

明，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时期，如 351 年，荷健在长安称天王、大单于，

建元皇始，国号秦，史称"前秦"。次年，即皇帝位。待健在位期间东扰关

东、西击西凉，击败北伐的晋军，稳守关陇。 并一改苛刻奢侈之风，勤政

恤民，省刑薄赋，便礼营老，修尚儒学，使关中民生稍得复苏。 357 年，持

坚即位，更能励精图治，重用汉人王猛，减省奢侈、与民休息、鼓励农业、

重视文教，尤其留心儒学。 关陇安定，地区恢复秩序，工商业兴盛。 先后

消灭前燕、前仇池 、 前凉和代国，成功统一北方， 并攻占了东晋的蜀地，

与东晋南北对峙。 但符坚于 383 年发动"泪水之战 意图消灭东晋，结果

却使前秦大败，最终被后秦所灭。 560 年，宇文邑即位，为北周武帝。 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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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间整顿吏治，使北周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 大举进攻北

齐，再次统一中国北方。 但其于 578 年病

倒在亲征突厥的途中，逝于洛阳，继位者

宇文贯性格骄奢荒淫。 将宇文邑所创基业

毁于一旦。

三隋唐时期

隋朝( 581-618 ) 581 年，北周相

国杨坚废宇文阐自立，是为隋文帝。 次年，

由著名建筑家宇文皑规划，在汉长安城东

南营造面积达 80 多平方公里的新都城一

一大兴城。隋文帝在使用武力对外统一时，

在内确立三省六部制，制定出完整的科举

制度，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

考绩制度，以强化政府机制，对后世影响

深远。 因其大力倡导节俭，节省开支，废

除杂税并置仓储粮。 很快使天下富庶，人

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史称"开皇之治"。

604 年杨坚崩，次子杨广继位，即隋炀帝。

炀帝在位期间开大运河、营东都洛阳、亲

征吐谷浑、 三征高句丽。 因滥用民力，终

在 611 年民变爆发、天下大乱。 617 年，

从太原起兵的李渊攻入长安城，立杨俏为

帝，即隋恭帝，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

的隋炀帝为太上皇帝。 618 年，右屯卫将

军宇文化及等继杀隋炀帝，李渊闻之旋即

逼杨偏禅位，隋亡。

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 

年)，是唐高手且李渊和窦皇后的

次子。 武德、九年( 626 )，玄武门

事变后，李渊被迫传位给他，改

元贞观。 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

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

并开疆拓土，虚心纳沫，开创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为后来唐朝 100 多年的盛世奠定

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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