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1988 年宜君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乡”。 

耀州区有“北山锁钥”之称。 

宜君农民画有“黄土高原的毕加索”之称， 

1988 年宜君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农民画画乡”。 

 

第二章 城市概览 

铜川简介 

铜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处于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关中经济带的重要

组成部分，介于东经 108°34′—109°29′、北纬 34°50′—35“34′之间，是陕西省省

辖市。交通便利,是通往人文初祖黄帝陵及革命圣地延安的必经之地，距西安市区 68 公里、

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72公里,西安至黄陵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咸铜、梅七两条支线铁路与陇

海大动脉相连。铜川市总人口数为 86 万，其中非农业人口 45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市总人口

的 53%，面积 3882 平方公里。全市下辖宜君县、王益区、印台区、耀州区和省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区。 

电话区码：0919  

邮编区码：727000 

铜川市树：合欢树 

铜川市花：玫瑰花 

铜川市鸟：画眉鸟 

行政区划 

铜川市现辖 3 区 1 县 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3 个镇、11 个乡、10 个街道办事处、543

个村委会、95 个居民委员会，面积 3882 平方公里。市委、市政协驻地朝阳路 9 号，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驻地正阳路 9 号。邮政编码：７２７０００，电话区号：０９１９. 

王益区现辖 1 个镇、2 个乡、4 个街道办事处、30个村委会、41 个居委会，面积 162.2

平方公里。区政府驻地红旗街。 

印台区现辖 7 个镇、2 个乡、2 个街道办事处、107个村委会、44 个居委会，面积 626.8

平方公里。区政府驻地同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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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区现辖 10 个镇、2 个乡、2 个街道办事处、191个村委会、8个居委会，面积 1545.75

平方公里。区政府驻地办事处。 

宜君县现辖 5 个镇、5 个乡、178 个村委会、2 个居委会，面积 1476 平方公里。县政府

驻地城关镇。 

经济技术开发区现辖 2个街道办事处、28 个村委会，面积 71.2 平方公里。管委会驻地

金漠路。 

全市总计：3区 1 县 1经济技术开发区 23 镇 11 乡 10个街道办事处 

王益区(1 个镇 2 个乡 4 个街道办事处) 

黄堡镇 王益乡 王家河乡 红旗街街道办事处 桃园街道办事处 

七一路街道办事处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印台区(7 个镇 2 个乡 2 个街道办事处) 

玉华镇 金锁关镇 王石凹镇 红土镇 阿庄镇 广阳镇 陈炉镇 

印台乡 高楼河乡 城关街道办事处 三里洞街道办事处 

耀州区(10 个镇 2 个乡 2 个街道办事处) 

寺沟镇 董家河镇 孙原镇 小丘镇 关庄镇 坡头镇 照金镇 

柳林镇 庙湾镇 瑶曲镇 石柱乡 演池乡 天宝街道办事处 永安街道办事处 

宜君县(5 个镇 5 个乡) 

城关镇 太安镇 彭镇 棋盘镇 五里镇 哭泉乡 西村乡 

尧生乡 雷源乡 云梦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2 个街道办事处） 

正阳路街道办事处 咸丰路街道办事处 

第三章 历史沿革 

铜川，原名“同官”，因与“潼关”同音，治所又设在铜水之川，故更名铜川。 

铜川夏、商隶属古雍州。秦属内史地。西汉景帝二年（前 155）开始设置县，隶属左冯

翊。三国魏时隶属北地郡。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设置铜官县，隶属北地郡。北周建德

四年（575），铜官县改名同官县， 

隶属宜州。隋、唐曾隶属雍州、京兆郡。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起，历经宋、金、

元、明、清，均隶属耀州。 

民国初年，同官属西安府。2 年（1913），属陕西省关中道。16 年（1927），属关中区。

25 年（1936）7 月，属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29 年（1940）初，属第三行政督察区。33



 

年（1944）4月，属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35 年（1946）7 月，同官改称铜川。36 年（1947）

10 月，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8年 5 月，根据中共路东工委指示，成立同官县政府，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11 月，归属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1949 年 4 月铜川解放，5 月，关中分区行政

督察专署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官县归其领导。7 月 7 日，县名改称铜川。1950 

年 5 月 1 日，铜川县改属咸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3 年 1 月 20日，铜川县改属省人

民政府直接领导。1958年 4 月 5 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铜川县建制，成立铜川市，归省管

辖，11月 1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富平县、耀县建制，将富平县、耀县的行政区域及宜

君县部分地方并入铜川市。1961年 8 月，中共陕西省委通知，恢复富平县、耀县建制，铜

川市改属渭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 

1966年 8月 1 日，铜川市改为省辖市。1980年 1月 1 日，将蒲城县的广阳、高楼河、

阿庄、肖家堡 4 个乡和耀县划归铜川市，同年 5 月 1 日，分设县级建制的城区、郊区。1983

年 10 月 25日，又将宜君县划归铜川市。1992年 7 月，创建铜川市新区，1993 年 11 月，经

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新区并享受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切优惠政策。2000年 3 月，

经国务院批准，铜川市城区更名为铜川市王益区，铜川市郊区更名为铜川市印台区。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宜君农民画 

宜君地处渭北旱原、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 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历经了新

旧石器时代和春秋战略、魏、唐、宋几个文化发展高潮时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艺术

内涵形成了人们特殊的审美情趣，宜君农民画这一特殊环境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应运而生。 

宜君民间艺人在传统剪纸艺术的基础上，通过画的形式，表现宜君乃至黄土高原风土人

情为主题的一种绘画艺术。自然、古朴、粗犷的绘画风格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表现形

式为中华艺术园林增添了异彩。 

宜君农民画的独特的艺术想象，超空间的艺术构思匪夷所思；隔着果皮你可以看到核肉

的形状；可以看到不停地摆动着头吃草的马。神奇而真实可信，超越现实却又寓意深刻。静

与动的结合使你叹为观止，很难相信“中国有千万个毕加索、马蒂斯”竟生长在宜君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 

线条明快，色彩鲜艳，剪纸式的构思，壁画式的描刻。用色以传统的刺绣为基调，大红

大绿，黑白相间，随心点缀。一片树叶可以涂朋中颜色，衣服着色不分男女老少，红红绿绿，



 

间之所得，改建了八卦炉，采百家烧窑之长，重新炼丹，一举成功。 

炼丹闲暇时，老君仔细思考陈炉窑场所见，觉得窑炉虽无夹生，但烂、焦、走型的瓷器

太多，还是火候掌握上有毛病，应该把这个窍门传授给陈炉人。他又想起陈炉人对自己的一

片盛情，便再也坐不住了。他叫来道童，交代了一下，立刻驾鹤匆匆来到陈炉，降落在山顶

上。顿时，一道道金光照亮了陈炉的各个角落。 

瓷匠们见太上老君降临，全都跪下来朝拜。老君笑道：“不用拜，咱们都是老相识了。

我就是去年来的那个叫花子老汉，今天专为传授烧窑技术而来。”说完便下山来到一家瓷窑

前，仔细耐心地讲解烧窑要领。老君走后，瓷匠们按照老君教授的办法，重新改造了窑炉和

烧火方法，果然炉炉纯青，破损走型者极少。为感谢太上老君，陈炉人便将太上老君作为窑

神，日日膜拜，岁岁祭祀。   

第五章 名胜古迹 

大香山寺 

大香山又名叫三石山，位于铜川市耀州区西北 45 公里处，平均海拔 1414.3 米，。山势

东西走向，主峰分东峰、中峰、西峰依次排列，酷似一个巨大的笔架，又象一个巨大的香炉，

远望之，东峰、中峰、西峰尤如三根顶天香柱插入炉中。山之周围，万顷林海、青翠欲滴，

崇山峻岭、云雾缭绕，山中泉、溪、瀑、潭、湖、河等水景形态多样，有山泉近百处、小溪

近 50 多条，山水相依，秀丽异常。更有多处天然溶洞，小者数百平方米，钟乳石形态各异，

奇秀无比。在这里，春赏山花，山花烂漫觅佛迹；夏听松涛，涛声充耳似惊雷；秋觅红叶，

叶红遍野尽天染；冬观雪景，玉树琼台竞风流。可从照金之白石崖山谷、柳林姚峪川、庙湾

镇直达香山，南有西铜高速公路、210 国道、梅七线铁路与西安相接，北有铜正公路通往甘

肃、宁夏和内蒙。 

大香山寺历史悠久。旧志记载兴于符秦（351 年－384 年）年间，盛于姚秦（384 年－

417 年）。符秦年间，其大将苌拥有兵自立，屯兵香山，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其兄姚襄

战死，姚苌封其为魏王。至今留有秦王洞、魏王楼、校兵场、地牢等遗址。香山是姚秦的发

祥地，相传姚苌死后，其子姚兴继位，改国号白雀，修建白雀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聂荣

臻在《回忆红二十六红二团》一文中回忆说，“寺内，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

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地形险

峻独特。是陕西甘两省闻名遐迩的古迹。庙中和尚千人，尼姑数十，庙产达十万亩之多，贮

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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