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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铜川市科委和主编的委托，有机会初读了这本((铜川市地理志》的书稿，第一次出版

了我的可爱故乡的专著，至感荣幸。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在生产实践中发生和发展，又在实践中经受到严格的检验。地理

学是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实践性的基础科学。它不仅是地理学科，而且是具有哲学和科学

意义的地理科学。地理志是地理学关于区域研究的重要手段和特殊部门，也是服务于区域生

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

铜川市雄踞关中和陕北的要冲，号称北山钥匙，历来地灵人杰，物华习雅，南安故都，

北谊塞上，东道三晋，西连甘陇，上溯神州五千年灿烂文明，横眺华夏北疆河山态势，当今誉

为煤带明珠，建材基地，陶瓷古都，机电新苑，以物济陕辅秦，林海功悍天府，既似襟镶在

黄土高原南缘上的一颗墨绿色翡翠，又若屹立在关中盆地北陲上的绿色：卫士。

然而，铜川市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但现行建制较晚，两区(城，郊)两县的行政区

划还是1983年9月制定的。因此，用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作指导的、与现今政区范围相一致

的、以最新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为基础的铜川市的区域地理学专著尚属缺如，这对铜川市的

市政管理、发展生产、开发和整治国土、保护和治理环境、培植动植物资源、养护水土资

源、进行水土保持、防治各种自然病害、对人民群众进行乡土教育、对外宣传和制定各类规

划等都是一个宝贵的资料。

《铜川市地理志》是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师编写的，著名地理学家刘胤汉教授任主编。

他们付出了艰苦努力和辛勤的劳动，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个人的才能，利用了可能利用的资

料，于1986年完成初稿，并于年底受省科委委托由铜川市科委主持，经省、市农、林、水、

牧、环保、方志、地质、地理、气象等方面的教授、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等共同评审通过

的。出版时又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铜川市地理志》是一部介绍铜川市自然和经济地理状况，反映铜川市自然和人文地理

规律的区域性的地理学专著，是一部集体完成的科研成果。以自己的野外实地考察为依据，

主要姓参阅了大量的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工作成果，运用常规的地理调查方法

和一些新技术手段，经过综合对比，系统分析，编绘统计，研究讨论而完成的。

((铜川市地理志》从总体上说，体现了我国当前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和水平，立论正确，

体系完整，文图并茂，配合得体。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较高的水

平，在土地类型的分类和环境分析方面，与已见到的几本地理志有了明显的长进。具体

特点是：继承和突出了某些地理志的优点和经验，增加了当代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成

就，因此整体结构比较系统完整，各自然地理的章节以类型划分为基础，进行区域划分，较

充分地注意资源，总结当地开发利用和改造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符合铜川市的地理实际，经

济地理和其他人文地理章节大都从现状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工业以煤炭、建材为主，

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同时抓好多种经营，注意到对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合趔开发利用，联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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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矿产资源、地貌类别的农业评价、气候的农业意义、水资源的利用、土壤肥力分

析、植被演替与环境变化、土地资源评价、水土保持与环境对策、地方病防治及动植物资源

利用等，都是立足地方，反映了改造刹用的途径及实践中的主要问题；结合铜川市实践，在

基本理论和规律的指导下，又探讨了本学科前缘的土地类型的研究在本地区的运用，对土地类

型、结构、演替、生态设计和环境等进行了更加深入和较为细致的尝试性研究，这既在一定

意义上丰富了本学科的成就，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铜川市地理志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当然，人们的认识是无穷的，但在一定阶段和时期，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客观世界只有

未被认识的，没有不可认识的。由于成书的时间较短，尤其地理学正处在伟大转折的时代，

其中某些资料、观点的局限性，概念的定义的科学性，推理分析的深入性，统计数据的准确

性等都难免有所反映，这在相当程度上又与学术争议交叉一起，就更加纷纭，这也应视为正

常现象。尽管如此，它与本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后者还是绝对重要的。

最近，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指出： “地理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一门迫切

需要的科学。我所说的地理科学是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是科学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

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提出的问题很多，象资源利用、国土整治、发展战略等都涉及地

理科学。地理科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科学体系。地学是行星科学，那就是自然科学了，而地

理科学则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汇合”。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地理科

学的发展也会遇到转机和机遇一。中国地理学会已发文动员全国地理界组织讨论，以“深入

理解钱老的思想”，做“地理科学"建立和发展的促进工作。因此，我也希望((铜川市地理

志》的出版，能在这方面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铜川市现行建制不久，百业待兴，积累有限，正当科技兴锕，经济腾飞之际， 《铜JlI市

地理志》的面世，必将给铜川市各级党政领导决策，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和建设桑梓，上级

和外界了解铜川等提供重要依据。因此，((铜川市地理志》必将为人们所喜爱和珍惜，在此

我谨代表家乡人民向主编、编写、出版和为本书做过贡献的所有专家教授，仁人志士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由衷的谢忱，同时我也以地理界同行代表作者向家乡的人们诚恳地推荐这一铜川

市史上的第一部具有地方特色、时代内容和理论水平较高的地域地理学著作。

最后，预祝《铜川市地理志》在铜川市的发展和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也预祝在锕川

市发展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为更加完善的、新的《铜川市地理志》积累更加丰富的资料和

内容。

雷德明于西北大学新村寓斋

时1989年10月15日夜

注：笔者为西北大学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陕西地理学会理事长。著名植物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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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理志是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基础研究工作。编写陕西省各地、市的地理志，是陕西

省科委十年(1976～1985年)科学技术规划中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其目的是在实际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汇总有关地、 (市)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

资料，并进⋯一步分析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分布及其形成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及影

响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探讨合理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途径和方式，从实际

出发，对当前有碍生产发展的自然灾害作具体分析，为有关方面进行区域区划和国土整治规

划、生产布局、区域地理研究提供地理学方面的科学依据和基础资料，为合理利用自然条

件、自然资源提供参考。

铜川市是陕西省省辖市之一，也是革命老区之一。该市地处陕西省中部，为关中盆地和

陕北高原的接交地带，属黄土高原南沿的残塬区。这里煤炭资源丰富，被誉为镶嵌在渭北“黑

腰带”上的一一颗明珠，现已成为本省目前最大的煤炭、建材工业基地。自1980年以后，耀县、

宜君县和蒲城县的四个乡(镇)先后划归铜川市管辖，市属范围扩大，面积总计3882平方公

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川市的面貌迅速发生着深刻

地变化，伴随着工农业经济建没规模的扩大，资源开发、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城乡建设规

划、人地关系问题等愈益突出，为了合理利用、改造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铜川市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将铜川市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城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

编写“陕西省铜川市地理志》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全省各地、市地理志的编写工作都已完成并陆续出版。《陕西省铜川市地理志》于

1984年开始编写。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收了其它地、 (市)区地理志的优点，又特别重视

了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成就。1984年4月曾在铜川市召开r编写大纲讨论会，充分吸收了铜

JII市各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根据修改后的大纲要求，于1986年冬完成了各章的编写任务。

l 986年12月28日至30日，、陕西省科委委托铜川市科委主持，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铜川市地

理志评审会》，会泌邀请西安、铜,ItI两市有关高校、省、市水利、林业、气象、农牧、地质

环保、地志等部门的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十七人，对送审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

．3qJ1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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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经过1987年的认真修改补充，完成了全书的定稿工作。本书社会

经济部分所引用的资料，一般截至1986年底。

《(陕西省铜川市地理志》由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铜川市地哩志》编写组编写，参加编

写的成员主要是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有关同志，此外，还有西安师专、铜川市矿务局一中、

陕西省环境监测站等单位的同志参加。在此书编写过程中得到陕西省科委、陕西省高教局、

铜川市人民政府、铜川市科委、陕西师范大学科研处和地理系党、政领导的指导和关怀，陕

西省计委、农业厅、民攻厅、气象局、地质矿产局、水保局、交通厅、工业厅、林业厅、陕

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地理系以及铜川市和各县的有关机关单位、生产部门提供了丰富的

资料，尤其是铜川市计委、科委、交通局、浓：牧局、矿务局、卫生局、建设局、文物局、地方

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工作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仅向以上单位

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陕西省铜川市地理志》编写组

198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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