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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
祥地之一。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安葬于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距今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
西安半坡遗址——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半坡氏族社会的全景。
当时，先民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饲养家畜”。
除此，陕西省临潼县附近发现的姜寨遗址、宝鸡地区数百处仰韶文化遗存，以及陕北仰韶文化遗存的
发现，都证明远古炎黄时代先民们已经过着农业为主的生活。
这说明原始农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肇始的物质基础。
当中国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2世纪末，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这个时候，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周人开
始扮演历史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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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通史1》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
文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安葬于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距今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存——
西安半坡遗址——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半坡氏族社会的全景。
当时，先民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饲养家畜”。
除此，陕西省临潼县附近发现的姜寨遗址、宝鸡地区数百处仰韶文化遗存，以及陕北仰韶文化遗存的
发现，都证明远古炎黄时代先民们已经过着农业为主的生活。
这说明原始农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肇始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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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岂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
江苏南通人，生于1927年11月。
198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10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1988年12月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
1951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
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
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学副校长(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西北
大学校长(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
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史念海(1912-2001)，教授。
山西平陆人。
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
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1948年后，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
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
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有《中国的运河》、《河山集》（一至九集〈第九集为遗著〉），与顾颉刚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
》。
郭琦，西北大学前校长(1978.6-1982.3.22)、党委书记(1978.6-1984.7.19)。
四川乐山人，生于1917年7月。
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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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陕西地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背景第一章 血缘家庭公社萌芽时期陕西的人类文化——旧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第一节 蓝田直立人及其文化第二节 洛水下游甜水沟石器文化遗存第三节 汉水上游
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第四节 锡水洞、花石浪龙牙洞等洞穴文化遗存第二章 氏族公社萌芽阶段陕西
的原始人群及其文化——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第一节 大荔人及其文化第二节 省内其他地点的早期智
人及其文化遗存第三章 氏族公社产生时期陕西的人类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猎经济文化第一节
关中地区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第二节 陕北、陕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第四章 先陶时代——
沙苑地区的采猎氏族群落第五章 关中地区早期农业氏族部落文化——白家氏族公社第一节 白家氏族
聚落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状况第二节 白家氏族部落的工艺制作技术第三节 自家人的精神生活
状况第六章 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第一节 半坡氏族聚落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物质生活状况第二节 半坡
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状况第三节 半坡人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生活状况第四节 渭水流域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第七章 史家母系氏族公社第一节 史家氏族公社时期的埋葬第二节 史家葬俗所
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第八章 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一福临堡氏族聚落文化时代第一节 
福临堡早期氏族部落文化第二节 福临堡晚期氏族公社时代第九章 陕西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龙山文
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一节 早期父系氏族公社赵家来氏族公社时期第二节 晚期父系氏族公社康家
氏族聚落第十章 陕南地区汉水流域的氏族聚落文化第一节 李家村氏族聚落文化第二节 龙岗寺氏族聚
落文化第三节 何家湾氏族聚落文化第四节 白马石文化第十一章 炎黄时代第一节 炎帝与炎帝时代第二
节 黄帝与黄帝时代总述陕西从蒙昧到文明的历程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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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蓝田直立人及其文化蓝田直立人的发现蓝田人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子两地。
蓝田县位于西安市以东，作为地质单元的蓝田地区除蓝田外还包括了东部的华县、渭南以及西安市区
的一部分。
在这个地质单元里，新生代以来接受了大量的黄土及河湖相堆积物。
在第四纪早期，作为汾渭古湖的一部分，东部发育了一套完整的湖相堆积地层，即著名的三门系地层
；在南部秦岭北坡，众多的渭水支流发源于秦岭，形成河相堆积物，渭水及其支流的两岸第四纪黄土
堆积大面积连续暴露。
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蓝田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古生物地质考
察工作，7月中旬，他们在县城西北10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子第四纪红色土堆积物中发掘出一个完整的
直立人下颌骨化石，在同一层位，还发现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距化石产地以北1000米的另一含
动物化石层位中，还先后发现10件具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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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陕西通史1》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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