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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名村史略

自 西安市文史研究嚣锺长蝠林芳

"秦中自古帝王丹、1'" 0 有史以来，古都西安就是十三个王朝的建都

之地，有着1100余年的辉煌历史。波光巍巍的渭水从挟西中部混过，给

关中大地营造了举世i哥名绿海飘翠的八百里秦JII大平原。八百里秦川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沃野千里。~居于四关(函谷关、武关、大散关、

萧关〉之间的雄险之势，静静地躺卧在厚实的黄土高原和巍峨的秦岭怀

抱之中，富饶甲天下，有"天府之国"和"陆海"之誉。《禹贡》一书

就称其为"上上围"。古长安八水环绕，人杰地灵。司马梧如描绘的是

"纤徐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11分流，相背而异态"。其景象十

分陕弘与壮阔。

西安作为人类生命的禅床，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活动最多的舞台，

最旱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帷幕，它是关中平原上绽放的最为悠久的1:IlJ烂

之花二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历史名域。"得长安者得天下"。历史上的

古长安作为京最之地，再秦汉唐铸就了中华黑族矿古的辉煌与盛世。其

所在地关中，受到京都长安的成荫，以长安为中心，影或了鳞次特边星

罗棋布的数以千计的城镇与村落。这是一块圣洁的土地，又是一个最好

的人类居住的环境。关中平罩上的城镇与村落，众星拱月般的拱卫着古

都西安这座魅力四射的大都市。同时在古代驴驮马载、小河泛舟的物流

条件下，村落又作为岳给自足吉然经济农耕文明下的物贯集散地，作为

运输中转和物流补给攘，为支撑这座庞大城市的正常运转，作出了不朽

的贡献。

村落是华夏文畴的重要保留地，村又是我自]生命的根c 特别是至今

在西安目前尚存在的许多古村落，不仅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那

里的建筑风格，人们的生活方式，无不散发着历史气崽和田园牧歌式的



魅力。作为帝王之都的西安，更是正统文化的所在地，每一瑾村庄都是一部鲜

活的史书。人们生于斯村、长于斯村。所以村子对于人来说是生命的根，灵魂

的家。无论走多远，报总在这里、梦恙在这里。文坛上漂泊了一生的冰心老人

90岁时做了一个梦，不知家在那里?后来她在《我的家在那里》的名篇散文

中，写到了原来她的家就在小时候被举上洋车，满世界寻找那个古北平的中剪

子胡同c 冰心说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的中剪子胡同，才是我灵魂深处

永久的家

"一个士兵要不占战支死沙场，便是回到自己的故乡"。今人如此，古人更如此。

所以宦海漂泊多年的窟代诗人贺知章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西，乡音未改鬓毛

衰"的感叹。 诗人李白自离开蜀地故乡江油后，一生中再未涉足过故乡。像他

这样一位心雄万夫傲视天T、令五期震荡冲天大鹏式的禀性，仍然有举头

望萌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浩叹c 故乡情，千千结，直到天之涯，海之角，

依然难割难舍O 村落故乡这是一个人的"提

性的"结 o 所以作家陈忠实说过:故乡情"是一种最纯净最虔诚也最令人心

动的情'憬。无论普通人，乃到将军总统，无论操哪种语言，着那一种肤色的种

族，无论他在人类社会哪个领域做出过怎样杰出的贡献，对于故乡的虔诚的情

'坏都是一踪相通的。这就是所谓人类共性之一"。而村落正是这许许多多个家

庭的集合体O

然而，短短的几年中，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陕西的村落正在被边缘化，乡的形式、村的概念正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生c 村中村是城市吞没 E渐消逝的村c 搬迁村、合并村又成为城市化

进程中无奈选择的选择。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进

入城镇，变为城市人口，每年又有许多座村庄，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现代化的

车轮，使城市愈来愈大，村落会越来越少，这已成为当今社会快速发震的不可

逾越的规律c 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更不该丢失自己的根臆c

然雨还有一些星罗棋布分布在古都西安周围的村落与古镇，正面临着生态

环境弱化、历史风貌丧失，居住功能退化等诸多问题。古朴自然、人聚物集的

村落，曾经是我们记忆中的精神家园，承载着无数人的乡土'靖结。记忆它们、

保护它们、开发和用它们是我们现代人的责任与义ffc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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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名村发展史路》一书，正是在当前社会的飞速发展时期，收录了西

安辖区内的120多个名村，并记载了它们的发展变化。这些名村都是各地具有地

域性特征的佼佼者。有的村以自然风光秀哥哥而取胜;有的村是在改革开放时

弱，经济发展大潮中股颖而出的排头兵;有的村是代表着中医传统历史文化的

古村落、民结村;有的村是革命老区村。它的风格迥异、特色鲜明，都沐浴着

时代的风雨，经历了大变革、大发展的沧桑变化，特别是见证了在吐纪的转里

期，在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费的转换皖变的重要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一个

个村庄的体现。这是西安地区乃至关中农村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变化的缩影，

也是→帧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风雨图。!可时这部书也热情地讴歌了一挝为发展

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创建良好生态菌的时代弄潮儿，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的

播春使者，是垣得讴歌的先进人物，正是他们燃烧着生命之火，一代接着一

代，创造着一座座衬庄的不朽与辉煌。我们也正是基于记录名村、介绍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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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繁荣名村的目的而编写了这部丛书。

通过《西安名村发展史略》可以看到西安悠久的历史和烛烂文化，可以看

到西安千余年来积淀在千百瑾持落中的按摩风土人情及乡土文化蕴涵，更能看

到新西安辉煌的建设成就，看到西安人民开拓创新、坚暂不拔、矢志不渝的创

《西安名村发展史略》为记录西安、宣传西安增添了新的亮点。它不业精神。

仅为西安村落的历史研究、乡土教材、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今天

的西安人民文化生活增添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O

《西安名村发展史略》扬西安之美，立足当代、着眼未来，既展示了住路

之势，又昭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周追求村 E新

月异天翻地覆的大发展、大变化，记载得藉实具体、生动，读之令人深受鼓

舞、精神振奋、壮志勃发。

本书出版之际，西安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各位编辑，特别是各区县弹精竭

虑、默默无闻、矢志不渝的从事文史工作的各位同仁和作者，发挥了自己的独

特优势，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发掘整理西安深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作出了更大的

努力，为文化强市建设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谱写

出更加绚丽壮美的历史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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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狄寨村{镇}概况

盖闻自雇原狄寨村(镇) ，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狄寨村(镇)

不但是西安东郊名镇，亦是狄寨地区历代基层政权提关驻地，也是狄寨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该村距省都西安十五公里，道路宽敞，交通便捷，环境

优美，往来车辑、商贾游客甚多;东毗蓝白，是通往蔚洛及襄樊之要津。狄寨

村委会属霸桥区狄寨街道办事处管辖，有十个村民小组，共计880余户， 3800余

人，耕地约3500余亩，是西安市东郊有名的村镇。

二、狄寨村{镇}历史文化

1、村藩湖漂

据或宁县志载:宋仁宗天圣年间，大将军狄青征西夏日才长期在扎此地，后

以狄青元帅驻军的中，合营寨取名致寨，周围村寨均按驻将或边理位置分别称:

周旗寨、张洪寨、夏寨、鲍旗寨、南寨、北寨、上寨、开旗寨共八寨;库存

车、马、按草之音寨取名车村c 后形成集市，遂称狄寨街(村) 0 

2、姓氏组成

据传，狄寨村大多姓氏居民于明末清初大移哥时从山西大槐树镇陆续迁徙

至此。后经繁衍与周围梧关民族互相分化而来，主要姓氏有:赵、张、王、

周、徐、弹、剂、惠、任、宋、曹、罗等;少数姓氏有:屈、薛、关、汪等c

…
藩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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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沿革

狄寨镇历代县级行政区域曾归属:芷町、 j霸域、南陵、 j霸陵、万年、大

兴、樊)11 、咸宁、长安、 i霸桥区等西安市郊区。乡制曾归属:崇道乡、致寨

仓、咸宁仓、韩森乡、狄寨区公署、狄寨公社、红旗公社、纺织城公社、红原

公社、狄寨乡、狄寨镇、狄寨街道办事处等行政管辖。现自 i霸挤运狄寨街道办

事处管辖。2 



4、狭寨村古今重大事件

史载:狄寨亦称霸主，重大历史事件，风云人物不乏。

《史记》载王薯伐开tl楚，秦始皇送至画上J'

公元前206年(汉王元年) ，刘邦驻军萄上，项羽在前漳罩、鸿门宴，令项庄

宴会主舞剑意害刘邦，张良识敲，助刘邦脱险，返回濡上"约法三章"安民告

示，重振军威，后人威~8终成帝业c

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三年) ，四月，太皇太后薄握卒，葬于南陵(今鲍旗

寨西北) ，并设南陵县(今大康村西岗子上) 0 

《暑书》载"唐离主E武德六年十月，官兵荷猪于白鹿原"。

1938年〈民国二十五年〉徐海东南志率领红军经商甚蓝田开径陕北途中，

经过狄寨街驻扎兰 8 ，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宣传抗日救国，吸收青壮年人

伍，给狭寨人民留r良好印象。

解放后，狄寨村人E罢巳历经了"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全民

整风.，\、"大跃进

197邓6年8月，西安市郊区在狄寨街召开平地大会战群英会、洪庆、未央、兴

庆等15个兵臣万余人参加大会c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狄寨村人民于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农业

结构谓整，按食大丰收，村民故人名列全街舟、前茅。农村改革形势大好，村民

喜笑颜开。

5、村落古迹和重要景观

狄寨街文化胜迹较多，简述如下:

真式庙及狄寨苟、第一跟吃水井

《威宁县志》载"真武串在狄寨镇中心路北，亦称元量窟。"据元《类

编长安志》载金裙，陕西东路立五十四猛安干户镇防军寨，每寨设立真武

庙，以壮军戒。"村民称小庙，始建于金，狄寨征西夏驻军于此，据井难得

水，连杀二卒，一卒下井掘水怕死谎称"有水矣!急吊此卒上井，水即随

涌，至井溢，军士赖以生活，雨多则泛搓，淹没禾稼，后建另一庙于其上壤

之。"该井浅雨水旺， 1青树甘美，人称此井为致青之阴德，辑苏:此井为"禧

井

晋公店狄寨f苟原牵草、上春节后一个古庙会

队
…
凡
跚
跚
蔚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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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晋公庙原在今天的狄寨小学处，上殿祀晋文公，下殿祀忠臣戒子搓，庙字

宽敞，古柏参天，占地十余亩。 告说晋文公重耳从山西来秦避难至此，无食，

戒子推"舌刮tll岗萄奉君

不忍食，村民谎称"牛系跌壳，并非j活舌宰

名遂为"孝王村"\，囡人少村Ij小j卜、，久而叫为"小王村 c 晋公店俗称"火神

庙" (重耳返晋称帝，后封忠臣或子推为火神) 0 每年农历正月十九逢会，是

狭寨春节后第一个吉届会，方圆数十里村民前来赶会，高皖、社火众多，锣鼓

震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晋公庙解放前曾设立过私墨学堂，薛子才、理持两位老先生在此教书育

人，解放后几经扩建为气势宏伟的狭寨小学。

晋公店是由山西大移民于此的村民为纪念晋文公及忠臣或子推而建，孝王

村村民后世不杀活牲，只宰死牲烹售，名曰班伐肉户，取经久煮沸，

腔"己"讨伐"十分于净之意，风味强特，闻名遐运。诗曰副肉奉群忠义

深，宰牛慰饥孝王村，世代烹死不杀牲，骨庄伐美昧遐逛商。"

密
密
在
智
囊
路

遇f山桥

在狄寨村七组与西组交界处路北巷口，原"遥仙桥"为三报长约3米、宽

0.5米的麻石条横跨东西两岸，桥下为砖砌圆影涵源，通向北侧古薛泡。每到麦

秋雨季，涝?也泛道之水便会经遇他挤涵洞流向村离，再经小康沟村东沟道流人

~
叫
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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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峪沟。

相传蓝图东山有一寺庙，庙内一老道每日黎明敲钟不辍，部近村民经营邱

钟既起，下地耕耘c 后老道欲离开此寺，另寻佳境{彦行，对道童说:

外出，三日之后，岳飞再敲钟。"第三日，老道行至此桥畔，一辩踹踏上桥，就

听到自己寺里遥远镜耳之钟声，顿生留恋之情，随即归寺。如llt走了三次单

是一踏上此桥，本寺悠扬之钟声就响亮人耳，不由依掖返回，从此安心，不再

思去，黑倒敲静不辍，村民闺钟F边，更加勤劳安逸。后遂将该寺命名为"钟

归寺"。据说是有一神他，不让老道离开本寺，特意在桥上阻拦.老道所以能

闻遥远钟声，实则是神他的驱使。遂后将所过之耕称"遏制l桥闻名遐远。

2006年，狄寨村两委会修路时重新仿建了 "~{tlJ桥"并镑刻了石碑，将这一古

"我有事

遗迹予以保存。

崇教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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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崇教寺在狄寨上访三塑处，亦称事寺庙(困村北原有一清真寺)而对

称:昔日庙宇宏捧，占地十余亩，有上殿、下殿、履房JL十间，雕塑佛镰二十

四尊，工艺精湛，堪与蓝田水陆建梧媲美。清同治年间烧毁，仅存主殿兰朗，

"文革"黯!可拆除c

东西城门楼

京西域门楼在今邮电所巷口赴，为砖本结构三间二层楼，一楼中间为砖砌

的门洞，下铺石桥拱形人车辆通枉，西城门外镶茹"西通京兆"青石门匾;东城

门在今西组赵部彭家东旁，亦是砖木结构三间二层楼，东城门楼外砖刻撞联一

副为远近通达逍遥过，进退连还运遥达

狄王店

原狄王庙在今供销社院内东髓，是后人为祭祀大将狄青元帅的庙宇，气势

宏伟，雕梁画栋，解放后拆除。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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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楼

原戏楼在今农贸市场东巷口处，为坐南向北砖木结梅三间二层楼，二楼丙

倒格子屏风装饰，专为过年过节唱大戏之用，一楼中间为砖砌蝠洞，供人通

仔，是集市的黄金地段。每逢集司赶集的村民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三官庙

原兰官店在今狄寨街道办在内，坐西向东，有上殿、下殿。厢房数十间，

周围有大小庙宇五座，院内有古柏两棵，大石头一个:北侧有一大涝池，周围

有四个十字路。乡民俗称二柏一石五个癌，四十一个涝?池也

含义深亥刻tl ，耐人寻味。

镇寨宝塔

原周旗寨西角有镇寨宝塔四个、涝、边四个、庙宇四个，菩萨庙前土坎上有

一珍奇桐秋树，直径60余公分，高两米雨水平横卧，坐西南东，形似一腾飞王

龙，东西两侧各有照壁梧对应.树周围有野玫瑰等花草衬托，风景极为独特。

三、狄寨村发展状况

5 

解放前，致寨村医社会菌素，农业结构单一，农业技术落后，理科欠缺，

广种薄收，村民长期困扰在尚未温馆的生活层面。茄中国成立后，解放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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