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和区域旅游事业的发展。   

第五章 风景名胜（续） 

柳公权墓 

柳公权墓位于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让义村，１９５６年８月６日被省政府公布为陕西省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公权生于公元７７８年，卒于公元８６５年，字诚悬，号松雪道人，京兆华原（今陕

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柳家塬村人，我国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历经唐宪宗、穆宗、文宗、

武宗、宣宗、懿宗等七代，累官右拾遗、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侍书学士、工部侍郎、

左散骑常侍郎等职，封河东郡公，赠太子太师。独具风格的柳体楷书，得以法度森严，内紧

外拓，用笔斩截，骨力清劲久负盛誉，有“颜筋柳骨”之称。柳公权书法的代表作有《唐大

达法师玄秘塔》、《神策军碑》、《冯宿神道碑》、《淳化秘阁帖》、《金刚经》、《迥元观钟楼铭》

等，柳体今由国家教育部列为必习字帖。 

柳公权逝世后葬于与其故乡隔沟相望的让义村柳公绰墓之西侧，墓地位于关庄镇让义村

西北３００米处、占地６．５亩，墓地内东西并列两个墓冢，东为其兄柳公绰之墓，西为柳

公权墓，墓冢周长均为２５．２米，高３．５米，两墓冢前各立墓碑一通，碑文上下款相同，

均为：上款“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书”；下款“大清乾隆岁次丙甲

孟秋知耀州事张凤鸣立石”。东边正文隶书：“唐兵部尚书柳公公绰之墓”西边正文隶书：“唐

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之墓”。 

墓地现存古柏一棵。 

多年来，耀州区政府多次实施墓地保护工程，先后完成了墓冢加固，碑楼建设和围墙建

设等工程。   

耀州文庙及其建筑 

在耀州城内学古巷，坐落着一座有着近９５０年历史的古代建筑群－－耀州文庙。座北

面南，占地６０００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为棂星门、戟门、东西耳房、东西庑和大成殿。

１９５７年５月３１日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晋

升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北宋元祜九年（１０９３年）刻立的《耀州重修州学记》碑和清陈仕林《耀州志》



 

重阳敬老与“寿星捧桃”瓷像 

重阳节敬老，不由得想起朋友收藏的寿星捧桃瓷像来。 

寿星，是民间传说中主宰人间寿夭之神，即南极老人星。在古代，寿星的地位极为崇高，

《尚书》说：“(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五福中“寿”排在首位，可见人类对长寿的追求是亘古不变的。自东汉起，祭祀寿星与敬老

活动结合在了一起，列入历朝历代的祭典，并由帝王亲自主持祭祀仪式，直到明代洪武年间

才废除。但此后，民间对寿星的崇拜却更为普遍了。 

自有寿星崇拜以来，其形象有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到清代已基本定型。河北省博

物馆藏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素三彩“寿星捧桃瓷像”，就是一位天庭饱满、鹤发童颜的古装

老者，手捧鲜桃，含笑而立，那慈祥和蔼的面容，令人感觉可亲可敬……由此可见，银发长

须、头高额隆、大耳短躯、面目慈祥——凡此种种形象特点，于寿星而言是缺一不可的。素

三彩，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釉上彩瓷器品种。这种工艺始创于明成化年间，到清康熙时已日臻

成熟。这个时期景德镇的素三彩瓷器极负盛名，是素三彩制品最为精致的时代。素三彩常见

的颜色有黄、绿、紫，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

经低温烧成，因颜色中没有红色等鲜艳色彩，显得素净、淡雅，故名“素三彩”。当然，“三”

在文言中有“多”的含义，所以素三彩并不限于黄、绿、紫三种颜色，譬如这件“寿星捧桃

瓷像”中，寿星的内衣为绿色，飘带为黄色，外衣和靴子则是施以褐色釉。在此，黄、绿、

褐虽皆为素色，但釉色却很鲜艳，因此并不给人以沉闷浓重之感。   

古旧的“蓄水罐” 

前不久在离新区不远的赵家村发现一个有些年头的类似蓄水罐模样的东西，据当地的一

位村民讲：它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原来好像是盛水的，现在这个地区解决了人蓄

饮水的问题，因此，被废弃在田边。 

这个“蓄水罐”大概有两米高，直径约三米，顶部有一个洞口，从上面能隐约看到罐底，

在罐底部有一个排水口。这个在田边呆立了多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蓄水罐有待专家考证。  

第六章 自然资源 

铜川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农、林、牧综合发展。现拥有林地面积 244.45 万亩，牧草

地 152.07 万亩。铜川已查明矿产 9种、非金属矿产资源 5种，金属矿产 2 种，能源矿产 2



 

种。其中煤炭储量 30 多亿吨，辖铜川和焦坪两个自然矿区， 井田总面积 387.2 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 11.15 亿吨，可采储量 7.37亿吨。铜川矿区有东坡、鸭口、金华山、王石凹、桃

圆等矿，开采石炭二叠纪煤田，系太原组 5#、10# 煤层，地质储量 4.31亿吨，可采量 2.66

亿吨，为中高变质的焦煤、瘦焦煤、瘦煤，应用基低位发热量 20-23.5 兆焦，含硫在

1.5-2.5% ，灰粉 26-35%，主要用于电力和其它工业；焦坪矿区有陈家山、下石节、焦坪和

在建的玉华井，开采陕北侏罗纪煤田，系延安组 4-2#煤层，地质储量 6。84 亿吨，可采量 4.71

亿吨，应用基低位发热量 21.5-24 兆焦，全硫都在 1 以下，灰粉 10-16%，为优质动力用煤，

也可用于民用.铜川优质石灰石储量 10 亿吨，油页岩储量 5 亿多吨,耐火粘土、陶瓷粘土等

储量居全省前列；处在全国苹果最佳优生区，苹果种植面积 40 万亩。 

铜川铜川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日照 2345.7－2412.5小时，年均降水量 555.8

－709.3 毫米，年均气温 8.9－12.3℃，极端气温最高 38℃（1996 年 0，最低—22℃。该市

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铜川境内现有野生动物 68 种，其中被列为国家规定的二类保护动物

有金钱豹、麝和水獭 3种，有野生种子植物 645 种。 

铜川拥有以煤炭、建材、陶瓷、铝冶炼、纺织、机电、医药、食品、化工等为骨干的

30 多个工业门类。全市年产原煤 1100 万吨，占全省原煤总产量的 30％。 

铜川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境内有文物景点 67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特别是耀州窑遗址、唐初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和唐高僧

玄奘法师译经圆寂之地玉华宫、隋唐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药王山、佛教圣地

大香山寺院等人文景观闻名于世。 

铜川新区规划区面积 45平方公里,建成区 18 平方公里,这里交通便捷,地势开阔平坦,

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正在成为铜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铜川吸引投资、聚集人

才、开发创业的热土。  

铜川正抓住陕西“一线两带”建设的大好机遇，大力实施项目带动、工业强市和可持续

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气候资源 

铜川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主要受来自西伯利亚或蒙古的极地大陆气团控制，气

候干燥寒冷，雨雪稀少。夏季受来自太平洋和孟加拉湾暖湿气团控制，温度、湿度适宜，雨

水充沛。春秋为过渡季节，气候多变。 

由于地势地貌的影响，本市气候差异明显：西部和北部是广阔的山区，年均日照 2412.4

小时,气温 8—9℃，降水 650—740 毫米；中部和东部为沟原相间的残塬区，年均日照 2345.7

小时,气温 10—11℃，降水量 589—650 毫米；南部是地势平坦的台塬区，年均日照 2351.1



 

小时，气温 11.8—12.3℃,降水量 539_—555 毫米。 

旅游资源 

铜川历史上属京畿重镇，由于受京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文物古迹遗存丰富。

目前全市已发现的文物点 675 处，其中古建筑 22 处，古遗址 184 处，古墓葬 121处，石刻

及石窟寺 309 处，近现代史迹 39 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处 6 点，省级 27 处。

全市现有馆藏文物 9921件，其中国宝 1 件，一级文物 125件，二级文物 146 件，三级文物

528 件。 

著名的“两址两山”即玉华宫遗址、耀州窑遗址和香山、药王山已成为陕西北线旅游的

重要组成部分。玉华山中的玉华宫遗址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行宫及高僧玄奘译

经、圆寂之处。号称“十里窑场”的耀州窑遗址，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集

唐、五代、宋、金、元各个时期窑炉之精华于一地的古遗址，堪称当代中国最大的地下陶瓷

博物馆。它兴于唐，盛于宋，曾与汝、定、官、钧、哥并称中国六大窑系。 

香山曾与普陀、五台、九华、峨眉五大佛教名山并称天下，寺院始于苻秦，盛于姚秦，

曾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梵经于此。药王山因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被御封“药王”而名传天下。

山上庙宇宏伟，古柏参天，碑石林立，风景幽雅秀丽。郊区北部的金锁关，“三山天作堑，

两峡石为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另外，还有烈女孟姜女的遗迹姜女祠，柳范书画的墨

宝和照金薛家寨的奇峰等等。铜川人杰地灵，有西晋著名哲学家傅玄，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

史学家令狐德棻和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等古代先贤。 

耀州照金地区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谢子长、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先后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专项旅游线路“耀瓷文化游”、“医药保健游”、“佛教寻踪

游”、“休闲避暑游”、“玉华冰雪游”、“陈炉古镇游”、“照金红色游”、“孟姜女传说系列游”

和“柳范书画游”，近年来举办的新区牡丹樱桃节等都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观光旅游。

我市的旅游要素配置更加完善，餐饮业、宾馆业、商贸业和娱乐业快速发展，全市现有三星

级、二星级旅游饭店各 6 家，旅行社 12 家，旅游纪念品生产厂家 14 家，旅游从业单位 60

多个，直接从业人员 5000 多人。旅游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安全有

序的旅游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全市旅游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第七章 地方名产 

耀县辣椒 

耀县古名耀州，久产辣椒，被称为辣椒之王的秦椒，其上品当属耀县辣椒，耀县辣椒具

有身条细长、颜泽艳红、肉厚味美等特点。是铜川市的大宗外贸商品之上有近百吨远销东南

亚地区，外商指名要秦椒中的耀县辣椒。1984年获国家外贸部出口荣誉证书。 

各级政府对耀县辣椒生产给予了大力支持，生产基地由城关镇寺沟乡的老灌区扩大到楼

村、下高埝、小丘等乡的新灌区，1989 年面积达到 13500 亩，总产 450多万斤。 

在生产技术上，被告了冷床育苗移栽和人工干制技术，促进了生产，提高了质量。1978

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为了使耀州辣椒更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和适应时代，1989年耀县又

建立了渭北秦椒加工厂，用优质的线辣椒，科学加工出油泼辣子毓产品，最近被亚运会定为

标志产品。如今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川也成了陕西的一个旅游点，当中外来宾游览耀州窑遗址、

药王山等名胜离去时，总忘不了要捎上耀县辣椒，以飨亲友。 

宜君核桃 

宜君被人们誉为“核桃县”，核桃是宜君县小有名气的特产之一，它是优质的干果和木

本油料。有两个品种：一个品种是个小，皮硬而坚、难砸，群众称“根根核桃”；另一个品

种是“露仁核桃”，人们赞为优质核桃，个大皮薄、仁脆而甜，味香而浓、色亮而有泽，含

油量和其成份高而品质好。 

在 60 年代省核桃鉴定会上，好多专家评论，宜君的优质核桃不亚于陕南。测定表明每

100 克核仁含脂肪 63 克、蛋白质 15.4克、碳水化合物 10 克、柞油 50－60克，并含有多种

维生素。药用可增补血液、湿润肺肾、定喘化痰等。 宜君核桃栽植历史悠久、面积大、产

量高，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天然和人工栽植的核桃林和零星枝，1985 年核桃保存面积为 989

亩，零树 360 多株，共计 384，206株，人均 4.6 株，平均每年生产 253万斤，以每斤一元

计，年产值达二百五十三万元。  

油泼辣子 

在陕西八大怪中，有一句就说道：“油泼辣子一道菜”。在当地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中，也

提到了这道既是调料，又是主菜的油泼辣子。诗中说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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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再将糖胚放入锅里加火溶化，掺入炒熟去皮的芝麻搅拌均匀，提到案板上摊成糖板，用

刀切成薄如纸张般的连刀纹，工序即毕。卖时不用刀切，只用手轻轻一掰就行了。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 

学校简介 

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建于 1960 年，位于铜川市红旗街。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学校共向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 4387 名，代表学校辉煌成就

的有：学生杨越 1986 年夺得陕西省高考理科状元，全国理科第三名，1990 年陈佩东、梁琦

总揽铜川市文科第一、二名，2001年程炜同学获铜川市文科状元，2002 年王博同学获铜川

市理科状元，2003 年丁伟伟同学获铜川市文科状元，2008 年袁皓同学获得铜川市理科状元。 

学校先后获取陕西省德育先进集体，陕西省重点中学、全国煤炭系统重点高中，全国煤

炭系统标准化学校，铜川市规范化管理学校，铜川市现代技术教育示范学校，铜川市名校论

坛一等奖，铜川市文明校园，铜川市治安安全先进单位等殊荣。学校整体管理水平、教学质

量及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都得到了社会各界和高等院校的好评，1983 年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学校题写了校名，1985 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为学校题

写了长期形成的校风：“团结、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2001 年 7 月我校同香港郑荣

之中学结为友好学校。 

铜川市第三中学 

铜川市第三中学是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完全中学，陕西省文明单位，陕西省中小学示范

学校，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学校地处王益区大同路 22 号。 

，学校升学率一直名列全市前茅。 2002 年被确认为“铜川市依法治理示范学校”。2003

年被命名为“铜川市规范化管理学校”。同年，我校被市体委认定为“西部篮球培训中心铜

川市训练分校”；被王益区体育局命名为“三集中体育训练学校”。在 2003 年全民健身周活

动中，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近日正在申办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 

严格规范的管理，促进了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2002 年高考有 43 名同学上高考二本线，

有 119 名同学升入高等院校（含大专）；高中会考成绩稳中有升；中考上重点线 46人。2003



 

速发展的良好时期。 

第九章 历代名人 

彭祖 

简介 

彭祖，传说中的养生家。据古代典籍记载，彭祖是颛顼的玄孙，相传他历经唐虞夏商等

代，活了八百多岁。彭祖精于养生，《庄子·刻意》曾把他作为导引养形之人的代表人物，

《楚辞·天问》还说他善于食疗。不过，一人享寿竟至八百余岁，显然是不可能的。据《史

记·楚世家》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氏”在上古多用作宗

族的称号。可见，彭祖实际上是以其命名的一氏族，《史记》还记载了个彭姓氏族被封国于

大彭等地。清人孔广森在注《列子·力命篇》“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之句时说：

“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彭姓诸国：大彭、豕韦、诸稽。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

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就明确说明了这种情况。

但对于彭祖善于养生的种种传说历代并无异议，可以推想，由于彭祖这个氏族精于养生，族

中长寿之人辈出，并以此而名闻于世，于是逐渐产出彭祖享寿八百这类的传说并流布于后世。

故彭祖这个氏族可以说是上古时代一个有代表性的著名长寿家族。 

详细资料 

彭祖，一作彭铿，或云姓卅（jian）名铿，传以长寿见称。原系先秦传说中的仙人，后

道教奉为仙真。彭祖姓卅名铿，于六月六日出生，其父亲陆终，母亲女馈，彭祖是上古帝王

颛顼的孙子(黄帝的第八代孙)。 

帝尧的时候，他因为进献雉羹，尧便把彭城封给他，所以后世称他为彭祖，舜的时候，

他从师尹寿子，学得真道，遂隐居武夷山。 

到商代末年，已有 767岁(或说有 800 余岁)。尽管这么大年纪，可他仍不显衰老。他自

幼喜好恬静，不追求名誉，不汲汲于世事，不刻意打扮自己，终日以养生修身为事。商王请

他作大夫，他推托不了，只好应诺，却常常以有病为由，不上朝听政。他精通补导之术;常

常服用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平日沉默寡言，从不夸耀自己有道，也从不作一些诡惑变化

鬼怪之事，以博取名誉。 

他也常常四处周游，从不乘车马，即使要出外周游百日、数十日，也不带干粮，回来之

后，衣食与平常也没什么两样。他也善于导引行气，经常从早到晚闭气内息，之后，揉擦眼

睛，按摩身体，舐唇咽唾，才站起身来。有时身体疲乏不适，他就导引闭气，攻治患处，便



 

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市委副书记、书记，兼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陕西省经委主任、党组

书记，西安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长。1977 年以来，先后被选为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 4 月，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1972年 5 月，张铁民调往铜川。他团结广大干部，顶着“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

案风”的逆流和压力，毅然决然地率领全市人民开展城市秩序整顿和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

解决了铜川市区的脏乱差问题，使市容面貌焕然一新。接着，又领导进行一马路、二马路拓

宽和川口道路改线工程，修建铜川火车站和火车站广场，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铜川交通的

“南门难进，中间难过，北门难出”的棘手问题。 

针对铜川实际，张铁民提出根治漆水河，解决防洪、造田和城市建设配套问题的建议。

在治理漆水河期间，他亲自担任总指挥，经常深入工地，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劳动。

经过全市人民的艰苦奋战，一条长达 38．75 公里的河堤纵卧市区，并且新增良田 4000 多亩，

使 2500 多亩农田免受洪水侵害。他还亲自踏看选点，发动并带领干部群众在依山傍水、杂

草丛生的七一路南山坡，为铜川人民开辟了第一座公园。 

张铁民还提出了市区山坡沟岔全部绿化的方案，并且得到较好的实施。他坚持发动群众，

在每年冬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他还为组织煤炭生产、支援

国家建设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十章 隶属县市 

耀州区 

耀州简介 

永安广场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古名京兆华原。耀州区辖 2 个街道、10 个镇、2 个乡：

永安路街道、天宝路街道、董家河镇、庙湾镇、瑶曲镇、照金镇、寺沟镇、坡头镇、小丘镇、

孙塬镇、关庄镇、柳林镇、演池乡、石柱乡。 耀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铜川市西大街北侧，

邮政编码：727100。代码：610204。电话区号：0919。 

地处铜川市西南部，海拔 650－1700 米。全县辖 10镇 6 乡，191 个行政村，25.3 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 21.6 万)，总面积 1551 平方公里。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半湿润易旱区，昼夜

瘟差大，光照好，是苹果、花椒、中药材的优生区。 

耀州区历史悠久。现存文物古迹 200 余处，其中著名的中国药王山、大香山、照金薛家

寨，已成为陕西北线旅游的热点。耀州区曾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史学家令狐德芬，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