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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城市体系，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网络，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
的空间布局总况。
城市体系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贝里(Berry，B.J．L)首先引用了这个概
念，作为把系统分析和一般系统论应用于中心地理论的部分内容。
城市体系概念的出现和运用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城市功能，按地域
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促使城市布局的有序发展，而进入研
究者的视野的。
也就是说，城市体系这一概念一开始是作为经济联系而提出，而且后来也主要用于考察城市之间的经
济关系。
那么，除经济联系之外，城市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城市体系理论能否用于考察经济联系
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城市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
从历史发展来看，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不同城市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只是这种联系我们以前没有
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来罢了。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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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明娟同志在书中几乎穷尽了所有的文献材料，包括原始文献资料和后人的研究成果，既有文献记载
资料，又有考古发掘报告。
在此基础上，对周秦时期关中地区诸城市的兴起、演变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功能、地位一一进行了梳理
，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资料丰富，分析深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细致的有关该领
域的研究成果，为以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
当然，因为受材料所限，书中对有些内容的研究还不是很平衡，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如对单体城市的功能和地位讨论比较深入，对城市之间的关系讨论相对较少；对都城之间的关系研究
比较细致，对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分析则显得不够。
相信作者会有后续更深入的研究，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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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原始的阶段，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
白家遗址中，有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食器、水器、盛物器，基本都是以圜底圈足和三足为主要特征的
。
这些陶器，造型已经规模化，有成组的用具组合，有较清楚的工艺流程，绘制火候相当高。
这些都为研究仰韶文化前身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三、半坡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类不断地进步，猿人进化为古人和新人(即现代人)，工具从旧石器时
代进步到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文化遗存当以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
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为代表，而西安半坡村文化遗址又集中地反映了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
这说明不论是猿人还是新人，都对秦川大地情有独钟。
因为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代．能否寻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空间将直接关系到人类种群的生存问题。
八百里秦川便是上古先人的理想天堂，而后人在此建邦置都就更可以理解了。
半坡遗址因发现于西安半坡村而得名，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4840年到公元前4085年之间。
半坡遗存具有鲜明的特征，展示了仰韶文化的概貌。
当时，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制造和使用着各种较精致的磨制石器，发明了原始农业，在半坡
遗址中发现的粟壳和菜种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弓箭的发明，猎获物增加，人们又开始了家畜的饲养。
同时，制陶业和原始纺织业作为氏族的副业而出现了。
更为重要的是，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面，有的刻画着x、T等符号，这可能是中华汉字的先声或萌芽
。
由此可见，我们说秦川大地孕育着中华文明之源不是没有道理的。
半坡的村落由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三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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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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