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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围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遗址保护厅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县文庙犬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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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视察制JfI文物，

中共中臾政治局委员，圜务委员李铁映视察铜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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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Jil市文物志》序

一石兴邦一

《铜川市文物志》，经全体编写同志的竭诚努力，历数年，编纂成

书，这是一件值得庆幸而有意义的好事。

铜川文物志编委会将书稿示余，并嘱为之作序。接过书稿，不由得

万端思绪涌上心头。这是因为，我是铜川人，乡梓故土，育我成人，亲

朋故友，供我念书求进，命运又安排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眷恋乡梓之

情，萦怀事业之义，长期以来，总希望看到故乡的文博考古事业出现

一个新局面，藉以显扬先祖之荣光，以激奋后世之隆昌。所聿，这些愿

望数十年来，在市上领导和值岗文物工作同志的重视和奋力合作下，逐

一成为现实。文物志的编写出版，标志着铜川文物事业发展途程上取得

成果的一个新的里程，我当然万分激动，感奋不已。该书的出版，必将

引起人们认识铜JIl，建设铜川，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弘扬传统，教育

年青一代热爱故乡、献身故乡，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届兹出版发行之

际，我由衷地祝贺它的问世外，特叙数语，以为之序。

铜)ll市的历史文物，形成于铜川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的交融

发展之中。

铜Jll的自然生态环境可以分两类： 一为北部的低山丛林区，一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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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沟壑区。这种地形地貌特征，为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场所和条件。

铜川地处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交接地带，这里是由奥陶纪石炭岩

构成较低的北山山地。铜川北部，正是山地的腰脊部分，构造上为翘起

带，石灰岩溶洞很发育，低矮的山地丛林生态景观，为旧石器时代人们提

供了良好的天然居址。所以在二三十万年前，焦坪一带的后山丛林和溶

洞中，就有人类活动的遗存。

铜川辖区内，主要是川原沟壑区，这种地貌的特点是，原面宽阔平

坦，沟壑发育，长期的浸蚀，使黄土原面形成川原相间，泉流交汇，沟

壑纵横的独特景观，适于人类生存发展，史前和历史时期均为生态生活

区。所以泉边，河岸、原头和沟凹，到处都可找到人们生活的住址。从

八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兴起后，先民们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采猎

牧耕，繁衍生息，创造了仰韶、龙山等民族部落文化，全市发现当时聚

落遗址达百余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及至文明初创，跻入青铜文化之商

周时期，也留下了他们不少史迹。秦汉向后，延至隋唐，因地处近畿之

区，文化发达，一些历史著名人物和遗留的珍贵史迹，炳昭千秋。到宋

辽金元时期，作为西北重镇，发展起举世闻名的陶瓷工艺。

从人文地理的观点上说，铜川是关中盆地进入陕北高原的咽喉和锁

钥，是著名的形胜要枢之地。由于自然生态地貌特点，陕北形成了不同

民族和经济文化带之间的交接地区，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农业部

落的交融带。自有历史记载，这里就是个地缘文化带，商周时期的鬼方

和i严狁，秦汉时期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宋时的金和夏，都对峙于这

里。南方农业部族以长安为基地，以这里为前站和后备。及至现代，在

革命风云年代，红军转战陕北，以延安为基地，同官为陕甘宁边区南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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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国民党也驻军防守于此。西安事变前，红军就进驻同官、陈炉一

线，以策应西安事变。所有这些新史陈迹，说明铜川地处要衢，制衡南

北，为兵家重地。所以铜川在历史上的建置，多含有这种性质，也留下

了不少历史古迹，英雄传奇和稗官轶闻。从汉被裥县始，秦苻坚设铜官

护军，为扼守北方之重镇。北魏太平真君七年置铜宫县，以金锁关为天

险，北防匈奴之重要关隘。李渊在玉华宫放建行宫，是以北扼突厥南犯

长安。北宋屯兵金锁关，以抗辽金西夏的侵扰。这些史实，说明铜川在文

化地理方面的特殊和重要，这也是铜川文物遗存产生的人文自然背景。

在这种多类型的人文自然环境中，铜川先民在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

建设中，创造并留下了丰富多采的历史文化遗迹，这里有遗址、墓葬、

摩崖造像、塔庙建筑、石刻碑碣、和大量珍贵的石、玉、铜、陶所制做的名

贵文化遗物。文物志中，对所有这些历史陈迹和文化类型，作了科学的

研究和分析，详确审订，考核稽实，使它成为一部可信的、富有历史价

值的科学记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铜川地区的历史文物状貌，以铜川光

辉历史的翔实印证而载入典册。

(二)

铜川地区的文物，不像关中地区那样光辉多采，但由于它的历史地

缘特点，历史地形成和遗留下了不少珍贵品而闻名海内外。这些就像：

药王山的摩崖造像和碑林，是极其珍贵的一个宝库，仅碑石中就有

闻名遐迩的《姚文迁造像碑》、北周的《武成遗像碑》、《隋开皇造像

碑》、唐代的《延昌寺宗派图》，宋徽宗题《褚慧龙章云篆诗文碑》和

医圣孙思邈的《千金宝要》、《海上仙方》等石刻，以其在书法．．艺

术、佛教和医学研究上的价值而列为全国文保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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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华宫遗址，是初唐至盛唐历一百多年，唐室各皇帝临幸的行官，

是议事布政之处，也是玄奘译经和圆寂的地方，所留文化史迹为各行宫

离馆之冠，颇具文物价值。
‘

黄堡耀州窑遗址，是我国古代名窑之一。自唐，历宋辽，以至金

元，在西北独领瓷业风骚达千年之久。其产品轴色青翠、花锦生动繁

缛，造型典雅优美，形质精比琢玉，巧如范金而跻身于中国陶瓷文化之

前列。在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已建起现代化的博物馆，成为享誉寰宇的

名瓷荟萃之所和研究中心，因之也跻于全国文保单位之列。

像柳公权的书法，范宽的绘画，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杰出代表，为

历代人们敬仰，名垂千古的书画大师。 ． ．

此外如香山寺，是市区内，也是省内著名的名胜古迹，为海内有名

的佛教圣地。自苻秦而后，代有修建，至清代已为海内八大名山之一，历

代帝王均有赏临，不仅风光秀美，而尤可贵的为历代遗留下不少石刻，

题记和造像，为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至于姜女祠，虽为据传说而建的

纪念物，但它那富有人民性的传奇色彩，富于庙碑载体中的历史正义性

和正当性，也很有教育意义。

以上所举，只是荦荤著者，亦可作为我市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可

以自豪而据以为自奋之鉴也。

(三)

文物志的编写出版，是铜川文物事业总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铜川

文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今日成为饮誉海内的著名胜迹者，端

赖铜川市历届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文博战线朋友的艰苦奋搏有以致之。

铜川虽为农牧工矿区，而历届领导对文物事业却很重视，他们都关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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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提供经费，解决工作和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

题。重要文化遗址的保护和文物的保存，重点遗址的发展和利用，有名

文物旅游点的开发和开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效益。

这些业绩的取得，也是在文化文物部门的领导和同志的规划运筹，

合力奋持下，使铜川的文物事业得以日新又新的局面而呈现金市人民的

面前。这可谓“乡无名贤，则文献不兴，邑无善令，则政教不立”也。

铜川市文物志的顺利编写出版，也得益于此。市文物旅游局对文物志的

编写极其重视，成立了编纂委员会，由局长董一俊同志任主编，具体指

导，热情支持，杜生彦同志为副主编，主笔撰写，以终其成。

余总览金忘，觉得它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严格地从本市文物的

历史现状和实际情况出发，集历史记载与考古史迹于一体，备历史文物

与革命文物于一格，内容丰富，取材翔实，体例规整，结构严密，文风

简朴，行文畅达，符合志书的编写体例和精神，是一部贯通古今，史论

成备，充分体现了铜川现状和悠长的文物志书。诚可贺之一大盛事。

(四)

文物志是地方史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旧体史志中，属名胜古迹或

人物轶闻之类。以文物列专志，自成体系而加以研究编纂的，是从改革

开放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由于：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发展，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日益强化，需

要真实生动而有价值的历史文化教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要，民族文化的思想和感情，植根于乡土教材的肥壤沃土之中，

而地方史志则是最基本的教材。文物志所蕴内涵一一文物，古迹和艺术



精品，是历代先民聪明智慧创造的结晶，是以乡土中保存的传世家宝最

富亲切感，认同感和融合感，是教育青年一代，雄辨有力而生动具体的

实物教材，激励人们爱乡，爱国的热情，最为深刻有效。

二，文物志是保存和弘扬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之一。文物事业的发

展，大规模文化史迹和大量文化类型品的出土面世，积累起一大批物质

文化史料，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设有的。这些文化宝藏，不同形

态地保存了历史上社会文化的各种迹象，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地反映出

历史过程和事件的真实情况和过程，是一宗珍贵的文化史料，需要妥善

的保存和科学的整理。文物志的任务之一是这些庞杂的资料，经过整理

研究，备以言图，使之成为科研资料和文化财富，形成典册， 永葆其

辉。

三，文化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当有利于现实。文物志的

编印发行，有利于人们认识铜川，开发和建设铜川的各项事业，重视和

发展铜川的旅游事业，进而促进经济的繁荣，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经济

效益。

从上述几点意义上说，修文物志是一项严肃而繁重有现实意义的政

治任务。从具体工作来说，则是一桩艰苦而极富乐趣的科研工作，意义

重大。铜川文物志的编写既符合这种精神，也尽到自己的责任，行世之

后，一定能起到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在这里我要特别嘱望于全市教育界的朋友，能用文物志的材料，编

成简易的乡土教材，以飨莘莘学子，则嘉惠于后代，大有乡梓的发展和

繁荣也。

铜川地近京畿，受古代文明之陶薰，赋有古先王之风， 民情纯朴

敦厚，热情而勤奋，在山原联缀的黄土地艰苦条件下，将先民创造的德



业一代代地承传下来，给我们留下这笔丰厚的文化基业，作为继承者，

我们要爱护它，保护它，研究利用它，使他成为弘扬优良传统，建设新

社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不仅显扬过去的业绩，而重在策励今日的

发展和走向未来的辉煌。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于西安



序 二

董一 俊

文物，是中华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文化

演进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个地区历史文明的实物佐证。编修文物志，辑

录文物，彰古昭今，对继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 “有效保护，合

理利用，加强文物管理”意义深远。《铜川市文物志》在省、市文物志编

纂委员会的重视支持下，今已成书问世。这是一件幸事，我欣然为序。

铜川，历史悠久，文物浩瀚。远在六千多年前，先民就在这片热土

上猎采牧耕，繁衍生息。市境内遗存着大量璀烂的新石器时代， 商、

周、秦、汉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迹、遗物。但历史上从未编过文物专

志，文物只在《耀州志》、《同官县志》、《宜君县志》中分章或设

卷收编。由于古今文物定义之别，古遗址被屏在外，馆藏文物亦一无收

录。收入的近百处文物点，也因历史沧桑，大多无存失传。因此，对全

市文物重新考订，钩沉取舍，编修新的文物志，是地方文物行政部门一

项光荣史命。

《铜jlI市文物志》是按照以下几个特点编写的：一，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经过历次文物普查，考古发掘，馆藏

文物鉴别定级，编目建档，在省、市一些考古专家、文博专业人员的参

与指导下，全面调查，详慎稽考，酌古准今，遵照《陕西省文物志编写

细则》编纂而成，基本符合志书编写规范；二、它比较金面、系统、翔。

实地揭示了铜川地区各个历史时期文物古迹的遗存概况。金市至一九九

五年已发现的675处文物点及万余件馆藏文物，按其类别，分章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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