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渭南市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 

中渭南市是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渭南市素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 

渭南市是中原地区通往陕西乃至大西北的咽喉要道， 

渭南市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地段。 

渭南市成为陕西省和国家生产布局中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 

渭南市成为陕西省和国家生产布局中初具规模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临渭区素有“三贤故里”之美称。 

韩城党家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梁带村两周遗址已于今年 5 月被评为“2005 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国家文物局也将梁带村古墓群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韩城市享有“小北京”之称； 

华阴市有雄居五岳之尊，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 

华阴市有在道教文化的发展起着深远影响的名园玉泉院， 

华阴市有被誉为"陕西故宫"的帝王行宫西岳庙， 

华阴市有比万里长城早建百余年的魏长城遗址等， 

华山景区是全国风景名胜 40 佳， 

华山景区是全国文明旅游景区示范点 

华山景区是国家 AAAA 级风景名胜区， 

华山景区 2002 年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 

华山景区被国家建设部列入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华县享有“中国钼业之都” 美誉； 

华县享有“中国无公害蔬菜基地” 美誉； 

华县享有“中国少华山” 美誉； 

华县享有“中国皮影之乡”美誉。 

华县钼储量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华县钼资源矿石量达 14亿吨，钼金属 128 万吨，是世界六大钼矿床之一。 

华县为“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县”； 



 

华县金钼集团工业氧化钼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金堆城钼业公司和陕化的 8 个产品被评

为陕西省名牌产品。 

华县 2007 年在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列第 28位，荣获“陕西省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称号， 

华县被省政府确定为“扩权强县”试点县。 

华县继 05、06 年之后，连续第三年跨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提升速度最快的 100

个县（市）之列。 

元君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渭华起义革命旧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渭华起义革命旧址是省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渭华起义革命旧址是陕西东部唯一的红色旅游圣地。 

 

 

 

 

第二章 城市概况 

渭南市位于东经 108°50′-110°38′和北纬 34°13′-35°52′之间，地处陕西关中

渭河平原东部，东濒黄河与山西、河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南倚秦岭与商洛为界，

北靠桥山与延安、铜川接壤，南北长 182.3 公里 ，东西宽 149.7 公里，位居新亚欧大陆桥

的重要地段，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 东大门”。地势以渭河为轴线，形成南北

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类型区。中部渭河 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

渭南市下辖：1 个市辖区（临渭区）、2 个县级市（韩城、华阴）、8 个县（华县、潼关、大

荔、蒲城、澄城、白水、合阳、富平），196 个乡镇/办事处，3221个行政村，总人口 543.07

万人（2008年末），总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 

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渭南市东风街 83号， 

邮政编码：714000， 

电话区号：0913 。 

渭南市地处陕西省东部、陇海铁路沿线，东濒黄河，西临西安，南倚秦岭，北接延安，

渭水横贯其中，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素有“三秦要道，八

省通衢”之称。是中原地区通往陕西乃至大西北的咽喉要道，又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地段。



 

现已成为陕西省和国家生产布局中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和能源重化工基地。 

行政区划 

渭南市 1 个市辖区、8 个县，代管 2个县级市。 

渭南市 面积 13134 平方千米，人口 537 万人（2004 年）。 

临渭区 面积 1221 平方千米，人口 91 万。邮政编码 714000。区人民政府驻前进路。 

华阴市 面积 817 平方千米，人口 25 万。邮政编码 714200。 

韩城市 面积 1621 平方千米，人口 39 万。邮政编码 715400。 

华 县 面积 1127 平方千米，人口 34 万。邮政编码 714100。县人民政府驻华州镇。 

潼关县 面积 526 平方千米，人口 16 万。邮政编码 7143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大荔县 面积 1766 平方千米，人口 70 万。邮政编码 7151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蒲城县 面积 1564 平方千米，人口 75 万。邮政编码 7155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澄城县 面积 1112 平方千米，人口 39 万。邮政编码 7152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白水县 面积 920 平方千米，人口 28 万。邮政编码 7156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合阳县 面积 1227 平方千米，人口 44 万。邮政编码 7153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富平县 面积 1233 平方千米，人口 76 万。邮政编码 711700。县人民政府驻杜村镇。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渭南作为县名，始于前秦苻坚甘露二年（公元 360 年），以县城在渭河南岸

得名。考其沿革，更为悠久。                                                                                                 

夏（约前 21—前 16 世纪），传说属雍州，为有扈氏族活动区。 

商（约前 16—前 11 世纪），为骊戎国之地。 

西周（约前 11 世纪—前 771），属当时的京城郊区。 

东周（前 770—前 256），春秋时属晋。 

秦孝公十年（前 668）秦伐土邽戎，在今渭河以北置下邽县，县治在今故市镇附近的故

县村。次年置郑县，辖今渭河之南地。 

战国时，渭南先属魏，魏襄王五年（前 314 年）献于秦，辖渭河以南地区。 

秦（前 221—前 206），渭河以南属骊邑，渭河以北属下邽。秦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年）设内史，辖骊邑、下邽等，此时，北部还设有莲勺县，据《汉书·地理志》载：“当属

内史”。 

西汉高祖元年（前 206），项羽进军关中，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骊邑、下邽一度



 

属之，莲勺亦当属之。二年，汉设渭南，河上二郡。郑、骊邑属渭南郡，莲勺属河上郡。 

九年（前 198 年）撤二郡，复隶内史。前 197 年七月，骊邑更名新丰。 

建元六年（前 135 年），分内史为左右。新丰、郑、下邽属右内史，莲勺属左内史。 

太初元年（前 104 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冯翊。新丰、下邽、郑属京兆尹，

莲勺属左冯翊。 

新莽始建国元年到地皇四年（9—23年），设烈郡、新丰、下邽、莲勺各县属之。 

713 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下邽并入郑县，属京兆尹；莲勺数左冯翊。密畤县，

当时在此时并入新丰，属京兆尹。 

建和元年（147 年），又恢复下邽县，改隶左冯翊。 

魏（220 年—265 年），改京兆尹为郡，左冯翊为冯翊郡。新丰、郑县隶雍州京兆郡、下

邽、莲勺隶雍州冯翊郡。 

晋（265 年—316 年），新丰、郑县仍隶雍州京兆郡，下邽、莲勺仍隶雍州冯翊郡。 

东晋前秦苻坚甘露二年（360 年）正月，割新丰、郑县地，置渭南县（县域在今老城北），

隶雍州京兆郡。下邽、莲勺仍属雍州冯翊郡，后秦时，渭南、下邽隶属未变，唯据《太平寰

宇记》载：“姚苌废莲勺县。” 

北魏登国元年（386 年），因避道武帝拓跋珪名讳，改下邽为夏封县，迁治于雄霸城（今

巴邑镇）。 

太和三年（479 年）复设莲勺县，废夏封入莲勺，隶雍州冯翊郡。 

孝昌三年（527 年）改渭南县为南新丰县，并设渭南郡，治所迁至今县城东南四里明光

塬上。 

西魏大统三年（537 年），复设夏封县，与莲勺同隶雍州冯翊郡。 

废帝二年（553 年），分置灵源、中源二县，改南新丰县为渭南县。三县均隶雍州渭南

郡。 

北周建德三年（574 年），废渭南郡、灵源、中源入渭南县，属雍州京兆尹。同年因莲

勺界内屡有“群盗”，置延寿郡，郡治在夏封县，领夏封、莲勺。隋初，置雍州，不久改为

京兆郡，渭南属之。 

开皇三年（583 年），废延寿郡。大业元年（605 年），改夏封为下邽，与莲勺同属冯翊

郡。 

大业十年（614 年），将下邽县治迁到今下吉城，隶同州。《两京地理志》载，开皇十四

年（594 年）隋文帝到渭南，见塬上缺水，将县城由明光塬迁至今老城。 

唐武德元年（618 年），渭南改隶华州。垂拱元年（685 年）华州改为太州。神龙元年（705



 

年）又复为华州。 

天授二年（691 年）七月，析渭南、庆山置鸿门县，县治在零口镇。同时设鸿州，领渭

南、庆山、鸿门、高陵、栎阳等县。 

大足元年（701 年），废鸿州及鸿门县，渭南属雍州。开元元年（713 年），渭南隶京兆

府京兆郡。自武则天垂拱元年将华州改为太州后，州名几经更改，下邽县隶属未变：开元元

年，为华州华阴郡；天宝元年（742年），州废郡存；乾元元年（758 年），又改名为华州，

上元二年（761 年），再改为太州；宝应元年（762 年），复名为华州；宝历元年（825 年），

复为太州；乾宁四年（897 年），为兴德府；光化三年（900 年），为华州。五代后梁时，渭

南隶大安府；后唐、后晋、后汉一直隶京兆府，后周显德二年（956 年），改隶华州。下邽

县一直隶华州。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改华州为镇国军；至道三年（997 年），陕西路华

州华阴郡；皇佑五年（1053 年）该镇国军为镇潼军，渭南属之。熙宁六年（1073 年）撤渭

南，入郑县。 

元丰元年（1078 年）恢复渭南县，隶永兴军路华州华阴郡。下邽县，一直隶华州华阴

郡。金皇统二年（1142 年），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改镇潼军为金安军，渭南、下邽属之。

元中统元年（1260 年），改金安军为华州。 

至元元年（1264 年），并下邽入渭南，曰并管。十六年（1279 年），改京兆路为安西路，

二十三年（1286 年），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黄庆元年（1312 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渭

南隶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革“并管”名，下邽化为渭

南县，县境始跨渭水南北，隶陕西省等处承宣布政史司西安府华州，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十一月直隶西安府。清，隶陕西省西乾鹿道西安府。民国初属关中道，1928年属陕西

省。 

1948 年到 1949 年，渭南市境内陆续解放，各县人民政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实

行区、乡、村三级制。渭南分区时 6 县共设 82区 2 市 621乡，大荔分区时 8 县共设 72 区 2

市 580 乡，富平县设 13区 2 市 96 乡。除已划出的临潼、蓝田县外，境内共设 136区 6 市

1011 乡。 

1950年 5 月渭南专区对县以下行政区划进行了缩编，全区 13 县共设 105区 908 乡，富

平县设 10 区 97 乡。剔除临潼、蓝田二县，境内共设 92 区 787 乡。 

1956 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各县相继对区划进行了调整，并小乡为大乡，乡下

辖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年 9 月各县相继撤乡，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

队。同年 11月，并小县为大县，今境内共设渭南、蒲城、大荔、韩城四县。县以下区划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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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行了调整，并小社为大社，下设管区、大队、生产队，除临潼、蓝田二县，境内共设

42 个公社 234 个管区。 

1961年 8 月恢复华县、华阴、潼关、合阳、澄城、白水、富平县后，各县对县内行政

区划重新整编，撤销管区，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制。境内的 11 个县（除临潼、蓝

田）共设 208 个公社，渭南、蒲城、富平三县在公社之上还设有区工委。1975 年 11月区工

委撤销。1980 年 1 月将蒲城县的高楼河、肖家堡、阿庄、广阳 4个公社划归铜川市。到 1982

年，全区 13县共辖 304个公社（镇）3939 个生产大队 21918 个生产队。今境内的 11个县

（市、区），共辖 242 个公社（镇）3069 个生产大队 17037 个生产队。 

1984 年渭南、韩城改县为市，驻地城关镇改为街道办事处。按照政社分设的规定，各

县（市）普遍撤销公社、大队、生产队，实行乡、村建制，全区共设街道办事处 2 个，乡

180 个，镇 55 个，村 3139 个。 

1988 年移民返回库区，大荔县增设了 6 个乡，华阴县增设了 3 个乡。 

1990 年华阴县改为市。 

1994年 12月 17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136 号）： 

撤销渭南地区和县级渭南市，设立地级渭南市，市人民政府驻东风街 83 号。 

渭南市新设临渭区，以原渭南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渭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前进路。 

渭南市辖原渭南地区的华县、潼关县、大荔县、合阳县、澄城县、蒲城县、白水县、富

平县和新设立的临渭区。原渭南地区的韩城市、华阴市由省直辖。 

第四章 民俗文化 

渭南地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文化遗存丰厚，历史源远流长。距今约

80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曾在市域内繁衍生息；“大荔人”头骨化石，是 距今约 20 万年

前的原始人类化石；“禹门口洞穴堆积”是旧石器时代遗址；沙苑、龙山文化 遗址亦影响深

远。 

自周、秦、汉、唐至今，渭南一直是“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和京畿重 地，农工商贸、

交通运输十分发达；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长城、古战场遗迹多见；列入 开发和保护的

文物旅游景点 619 处，其中有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8个，尤以被称为“五岳第一庙”

的西岳庙、气势恢宏的唐帝王陵墓、一代史圣司马迁的祠和墓、纵贯南北的魏长城等最为著

名。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秦腔、同州梆子、碗碗腔、迷胡、阿宫腔等 多种戏曲

剧种蕴积深厚，是中国北方梆子剧声腔的发源地；石雕、木雕、面花、皮影等民间 艺术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