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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组织和创作八卷本的 西安城市史 系列著作,势必要跨越不同时代, 在丰富的自然和

行政区域层次上展开对西安地理位置及区位价值的透视分析;西安历代政区沿革是一种城市记录,

更是社会生命的一种体现,为此应当融入社会学理念的阐释。透露这一系列著作写作意义和构思,

将为作者们寻求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也增添知识经济或网络时代的机会、责任和豪情, 而摸索经典

学术著作的创作路径,又可视作学者们萌自文化自觉意识追求惯性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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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长河上进行考察,在渭河南岸龙首原

南北宽阔的土地上,长安、西安两个政区名称可谓源

远流长。自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 202年 )在关中地

区设置长安县,七年 (公元前 200年 )这里被确定为

西汉国都,至唐末哀帝天祐元年 ( 904)迁都洛阳,长

安作为都名前后使用了数百年,作为县级政区名称

则使用了 2 000多年; 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

( 1369)改奉元路设置西安府起, 一直到 2010年的

今天, 西安之名的使用时间也有 600多年。立足于

今日西安的回顾和考察, 这些都是西安城市史的研

究内容。

城市史研究是自 20世纪 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

展起来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国内外学界对其界

定已经很多 [ 1] ,如果不是把城市史研究领域模糊起

来的话,那么城市史研究理应是就城市地域范围内

所作的关于城市起源、发展演变的专门探讨。我们

所面对的西安理应是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一处

圣地。

一、西安地理位置及

区位价值透视

一座城市的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

理位置是容易测量和判断的, 如西安位于东经

107. 40 ~ 109. 49和北纬 33. 42 ~ 34. 45 之间, 在

陕西省渭河平原中部、渭河之南、秦岭以北、陇海铁

路线上。它是陕西省省会, 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城

市和交通枢纽之一。然而, 这是不与周边区域相联

系的叙述方式。事实上, 任何一个地理位置本质上

都是同周边区域存在着相互关系的。这种关系的内

容丰富或持续与否,可以以时间尺度的专题研究来

予以说明和论证。

早在 1942年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 地理学家沙

学浚发表 位置价值 一文, 已经阐明了地理位置的

区域意义。他说: 位置 (英文和法文为 position、situ

ation,德文为 lage ), 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



据德国地理学家 Schm itd P H的解说, 位置是 地面

上一地点与其他若干地点间之关系, 此项关系愈显

著,则其间联系愈强而愈复杂 可见位置是指

空间的相对关系而言 [ 2]。这在地理学中的专业表

述,即为区位分析 ( locational analysis)。

依循这样的认识, 初步判断西安地理位置及其

区位的价值是极其丰富的, 历史上作为国都或西北

军事重镇存在的各种特别情形,均达到了当时条件

下的最高程度,甚至连西北地区的边疆民族以及域

外各国也同长安或西安产生了各种联系。对今日西

安城市位置的区域层次加以判断, 见表 1的内容。

区位价值或优势的提升,取决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的

综合作用。在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 处于中国黄河

中游地区关键位置上的西安如何能够发挥出更加强

劲的辐射作用,理应从历史上寻找经验,从现实社会

中获得启迪。

表 1 西安城市位置的区域层次

层次
自然或政治

经济区域
历史称谓 位置和作用

学术或

媒体评价

1 渭河平原 关中道 中心部位
关中天水

经济区的重心

2 陕西省 三秦 省会 中心城市

3 西北地区 国之西北 最大城市 西北重镇

4 西部地区 经济龙头 桥头堡

5 中国 华夏之邦 区域中心城市 超大城市

6 欧亚大陆 交通枢纽 国际大都会

二、西安政区沿革:社会

生命的一种阐释

人们习见的许多单纯的政区沿革文书, 重在对

政区及其治所、辖境的沿革进行梳理,已经同当地的

人群及其社会内容呈分离之势。事实上, 对于西安

这样的都市而言,历代政区沿革不仅是一种城市记

录,而且更是社会生命的一种体现。长安有幸为都,

西汉政府为之迁入了大量的关东豪杰及其家属。为

实现 强本弱枝 的策略, 在政区制度管理上又别出

新招, 是为突出和加强京畿之地的三辅之制,这即为

政区制度本身所包含的社会性。

一个政区之内的人口、经济水准乃至其面积均

有可能成为确定设置政区或政区等级的基本依据。

而当有的地区失去基本社会条件 (如荒漠地区的水

源不济 )之时,在原有的政区建置被撤销的情况下,

人们或许才会深切感受到 社会生命 存在的理由

和意义。而西安, 其漫长的城市史体现的就是城市

环境、地理位置及其区位优势强大的生命力

(表 2) [ 3 5]。

表 2 西安城市史的政区脉络及其转折

朝代及标志年代 都城 高层政区 统县政区 县级政区

西周 丰、镐

秦国 (公元前 349年 ) 咸阳

秦朝 (公元前 221年 ) 咸阳 内史

西汉 ( 2) 长安 司隶校尉 京兆尹 长安县

新莽 ( 9) 常安 雍州 京兆郡 常安县

东汉 ( 140) 司隶校尉 京兆尹 长安县

曹魏 ( 262)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西晋 ( 281)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前赵 ( 327) 长安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前秦 ( 366) 长安 司隶校尉 京兆尹 长安县

后秦 ( 395) 长安 司隶校尉 京兆郡 长安县

夏 ( 418) 长安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北魏 ( 497) 长安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西魏 ( 546) 长安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北周 ( 572) 长安 雍州 京兆郡
长安县、

万年县

隋 ( 612) 大兴 京兆郡
长安县、

大兴县

唐 ( 741) 长安 京畿道 京兆府
长安县、

万年县

后梁 ( 908) 佑国节度使 大安府 长安县

后唐 ( 934) 西京 永平节度使 京兆府 长安县

后晋 ( 943) 晋昌节度使 京兆府 长安县

后汉 ( 949) 永兴节度使 京兆府 长安县

后周 ( 959) 永兴节度使 京兆府 长安县

北宋 ( 1111) 永兴军路 京兆府
长安县、

万年县

金 ( 1189) 京兆府路 京兆府
长安县、

咸宁县

元 ( 1330) 陕西行省 奉元路
长安县、

咸宁县

明 ( 1582) 陕西 西安府
长安县、

咸宁县

清 ( 1820) 陕西 西安府
长安县、

咸宁县

中华民国 ( 1947) 陕西省
西安市

(院辖市 )
长安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

( 1953)
陕西省

西安市

(直辖市 )
长安县

注:所列政区,西汉以下是以 2个长安城内的政区治所作为叙述

范围的,下限为 1953年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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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八水绕长安 所形成的西安小平原地域上,

在完整考虑西安都城营建史、相关性和继承性的场

合,有必要将西周丰镐、秦都咸阳也包括在西安城市

史之中,故有学者认为, 如从公元前 1059年周文王

都丰算起以迄于今,古都西安的城建史应该有 3 060

多年的时间了 [ 6]。这一时间之长,在中国城市史中

居于前列。

三、西安城市史 系列著作

的意义和构思

此前我们的一个预想是,堪与悠久古都长安城

历史比肩对映的学术著作还没有问世, 这应该是学

术界致力的一大目标 [7]。一座悠久而壮丽的城市,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在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所昭

示的意义 [8] ,也是通过深入不懈的研究, 方能予以不

断而充分的揭示。

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组织和敦促下, 我们着手组织撰写的西安城市史

(含长安都城史 )系列著作为八卷本, 其具体构思内

容见表 3。

表 3 八卷本 西安城市史 系列著作的组织构思

卷次 卷目 作者 作者单位

第一卷 西周丰镐卷 尹盛平 陕西历史博物馆

第二卷 秦都咸阳卷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第三卷 两汉长安城卷
刘庆柱、

李毓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第四卷
魏晋南北朝

长安城卷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

第五卷
隋大兴城 唐

长安城卷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

第六卷
宋京兆城 元

奉元城卷
朱永杰 北京联合大学

第七卷 明清西安城卷 史红帅 陕西师范大学

第八卷 近现代西安城卷 任云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 )撰写目标

本书为研究性质的系列城市史 (含都城史 )。

撰写目的是在目前条件下, 完成一套堪与悠久古都

长安城、著名城市西安的城市历史比肩对映的系列

学术著作,即关于西安这座城市起源、延续和发展演

变全过程的完整叙述。

(二 )基本设计

本书的设计,是按朝代分卷,从前到后分为八卷

(各卷名称按突出都市、顾大头、从习惯的原则来确

定 )。除了采用文字叙述和表格表达外, 在书中插

入精绘精选的有关地图、遗迹和实物图片、建筑图

片。为提高本书的学术性,提倡作者制作研究用图、

用表,在正文不易插入的情况下, 可作为附录放置于

书后。其后统一为 大事记 , 最后为主要参考文献

(排列方式按英语字母顺序 )。

(三 )基本内容

本书的基本性质应该是城市史, 但以综合性为

总的著述特点。基本内容包括城市的位置、范围、建

筑及其营建、改扩建过程, 城市的基本布局、功能及

其演变,都城皇宫、官署、军事防御设施等建筑形制,

以城市为空间场所的重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活

动的展开,城市百业、城市居民来源、族别、分布及其

日常生活。所叙述的内容, 均自然体现在本卷著述

所对应的时空背景之中。有关各卷构思、撰写中参

考的写作提纲见表 4。

(四 )撰写范围

所谓都城或城市,是指该地居民及政府管理机

构常驻的场所, 这是其主体部分 (城墙是一种标

志 ) ,也包括城关部分 (周边及外围 ) ,或近代以来的

郊区范围。出于研究的需要, 有些同城市内部关系

密切的内容 (如皇帝行宫、军事防御设施、商路等 ),

可以有选择性地纳入。

(五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发挥各位作者已有的

专业特长,注意从自己的学术积累中提炼思路、提取

资料、展开写作、形成本书。本书的主要构成是作者

负责朝代都城或城市基本历史内容的写入, 基于其

他学科研究方法产生的认识,也可以写入。

(六 )作者商议会及主编的责任

本书的构思和撰写,无异于攀登一座学术高峰。

为保证本书撰写过程中各卷的连贯性,将不定时召

开作者商议会,由主编负责召集,协调员负责安排,

就撰稿进度及撰稿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商议

和决策。作者之间应当互相信任,互通学术信息,交

流彼此看法,促进认识, 最终提高全书的质量。主编

应当及时了解各卷的撰写情况,最后进行统稿。

(七 )若干基本共识

( 1)本书撰写的效果和目的是努力使读者能够

看得见或感受得到这一座城市的存在。无论朝代之

长短、都市之盛衰, 每一卷都很重要, 各卷共同构成

西安城市史 系列 (含长安都城史 )。

( 2)本书的整体写作特点, 主要是从早期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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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供各卷构思、撰写中参考的写作提纲

章节 章节名 要 点

第一章 导论

本卷长安都城或西安城的特点;国内外

同类同期城市的比较; 传统城市或都城

特点归纳;都城时代的认识;后都城时代

的认识; 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近代转

型;城市化特点; 研究视野和方法; 资料

状况阐述;小结

第二章
地理位置、

状况和范围

城市的自然位置;区域地理环境, 含地形

地貌、河流、气候、河湖 (含人工池沼 )等;

城市起源或延续;城市引水、用水、排灌

水、渠道;城市水陆交通 (含路线、桥梁、

津渡、码头等 ) ;城关、周边及外围或郊区

范围;小结

第三章

城市基本布局

及其营建、改

扩建过程

修城及城墙的用途;规划的内容; 城区的

划分;城区拓展过程; 苑囿及其作用;城

郊市镇及村落;小结

第四章
都城皇宫、官署

等建筑形制

都城的建立;皇帝居住区及其建筑、礼制

性建筑 (含离宫别馆 ); 政府管理机构驻

地及其建筑;城市结构认识;制度性建筑

的影响;小结

第五章
军事防御

设施和体系

城墙的军事防御特点; 防守军队的部署;

要塞、军事路线、军营等组成的防御体

系;攻战实例;近代城市警备体系;小结

第六章
重要政治、文化

活动的展开

重要礼仪、宗教、风俗活动;政治、文化名

人宅第分布;学校分布; 民间寺庙分布;

都市文化和新文化;小结

第七章

城市居民来源、

族别、分布及其

日常生活

城市社会的出现;伸向城市各个角落的

大街小巷;常驻居民的日常社会; 外来民

族居住区及日常生活; 居民节庆活动;居

民组织形式;公共场所的扩大; 公共卫生

条件的改善;都市闲暇生活;小结

第八章 城市经济运行

都市土地价格; 商业、手工业、近现代工

业的发展; 市场经营; 行业组织 (会馆

等 ) ;物质集散;市内交通改进; 新式交通

(公路、铁路、航空等 )的作用; 腹地的扩

大;近代化内容;小结

第九章
城市特征:功能

分区的作用

城市功能分区,如官署区、商业区 (庙市

等 )、居民区、陵墓区等;近代城市功能分

区及其相互作用;小结

第十章

城市走向:在

历史条件

下的演变

有意识的城市治理;城市盈缩状况;城市

建筑兴废;对前朝的继承;给予后朝的遗

留 (遗产 ) ;兴废演变原因分析 (城市衰败

或崛起的条件 ) ;空间联系变化下的城市

影响圈层分析;小结

若干附录 (研究

用图、用表 )

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

(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

代,从城内到城外, 从物质 (实体 )到精神 (制度、观

念 )层面。

( 3)依据现有条件和可能性, 写出构成城市的

基本要素。历史内容偏少的分卷,可多选多写。

( 4)城市的发展史会涉及许多方面, 但首先是

把每一时代最有特点的内容写入书中。历史内容偏

多的分卷,可少选精写。

( 5)为避免各卷写作上有可能出现的重复现象

(如地理环境要素方面 ) ,最好的办法是把撰写内容

尽量都集中到本卷所对应的朝代上。

四、结 语

1830年 1月, 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所著的 地

质学原理 第 1版出版, 以后他一直保持着修订再

版的习惯。由于他持有物种不变论的思想, 因此认

为生物进化是超自然的智慧的结果, 并同交往密切

的达尔文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到 1966年 10月,

他最终接受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物种变异理

论, 于是有了他的 地质学原理 第 10版。 1872年

1月,他为该书第 11版写了序言, 称 5年来 气象学

和气候的重要理论问题,引起了不少辩论,而深海网

捞, 也提供了不少关于海底温度、形状和生物的新资

料 。为此, 他改写了该书的第 10、11、12和 13章,

在第 20章里增加了最新了解的有关洋流的事实。

中国科学界于 1959年初版之后, 在 2008年再次出

版了这部名著 [ 9] ,这就是 一书多版 之显例, 值得

长于 一人多产 的学者加以思考一番的。

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作品的话题, 却是以他人

的认可程度作为最重要的参照内容。1990年, 中国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日本参加 东亚社会研

究讨论会 后, 写下的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 天下大同 题词 [ 10]在学界广为流传, 这也是我们

在研究写作中尝试追求的一种境界。在第 1版的撰

写过程中,对于他人的优秀作品不妨有较多的兼收

并蓄的部分, 哪怕使这部著作有了 编著 的痕迹,

也是富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再多事研讨,逐

步推进。

目前, 集体著述已成为科研工作中的一种重要

形式,参与者同气相求、彼此照应、倾心合作、努力而

为, 是为一部成功之作的基本保证。本书第 1版出

版后,面对已有的难度和高度,继续保持在修订的方

向上,堪为志同道合者践行的一种学术追求。

(本文撰写中得到李冀博士研究生、由淑敏、杨

恒显以及 2010级历史地理学、科技史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帮助,作者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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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and pursuits for the book series

UrbanH istory of Xi an

HOU Yong jian
1, 2

( 1. Center for H istorica lEnv ironm ent and Socio E conom ic Developm en t in Northw est Ch ina,

Shaanx iNorm a lUn iversity, X 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2. Inst itute o f Chinese h istory and Ch inese Geography,

Shaanx iNo rm alUn iversity, X ian 710062, Shaanx ,i Ch ina)

Abstract: For organization of the eight vo lum es o f the U rbanH istory ofX ian book series, the au

thors have to consider m any different tim e periods. To investigate the position and location va lue o fX ian,

they als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om p lex na tura l reg ions and the frequent changes o f the adm in istra

t ive d iv isions. These changes of the adm in istrative div isions are not only the anna l of the c ity, but also

the reflect ion o f socia l life. W ith som e theo ries of the socio logy in the books, they have revea led the

above pursu its and ideas to show a broader creating space for the au thors of the book series, and also add

pride, chan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our know ledge econom y and netwo rk t im e to them. Search ing a n ice

w ay to create an exce llent book series can show spontaneous outpouring of the inert ia from the pursu ing o f

the cu ltura 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hang an; X i an; urban h istory; book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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