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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土，包括原生黄土（简称黄土）与次生黄土，是地球上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土类。
在北半球北纬30°－55°和南半球南纬30°40°的广大区域内均有黄土分布，其中又特别集中分布在
温带干旱与半干旱地带，面积约1300万平方千米，覆盖着地球约10％的陆地表面。
除中国北方有广泛分布外，在中亚、欧洲的莱茵河流域与多瑙河流域、北美洲的密苏里与密西西比河
流域、南美洲的巴拉那流域、大洋洲的新西兰等地也都有黄土分布。
黄土分布的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密集、工业与农牧业高度发展的区域，大体上与世界“小麦带”相重
合。
因而自古以来，黄土与黄土分布地区就和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
在我国，情况更是如此。
在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四川、江苏等地，黄土分布面积达44万平方千米，连同次生黄土分布面积，
合计达100余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强；在黄河中上游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等省（自治区），黄土呈连续分布，地势高耸，土层深厚，是全球唯一的黄土高原。
　　正因为黄土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分布面积广，又是一些重要的区域，所以自古就颇受
学者与研究人员的关注。
如我国的黄土高原，不仅处于全国中心部位，地理区位十分重要，还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7000－5000年）、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4000年），我国先
民就在黄土高原上兴起了原始旱作农业，使之成为世界农业起源地区之一，同时我国先民又利用黄土
质地细微均匀，加水湿润后可塑性强等特点，创制了具有多种形态与功能、且花纹精美的陶器.还利用
黄土地层具有垂直节理的性状，在黄土高原上建造了冬暖夏凉的地穴式与半地穴式居室以及窑洞式住
房。
特别是自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以来，至公元907年唐朝终结的约3000年间，黄土高原一直是我国
早中期历史上多个王朝与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
所以，很早就有学者对黄土进行记述。
“黄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学者伏无忌所记的一次雨土现象：西汉后期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天
雨黄土，昼夜昏霾”（《伏侯古今注》）。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成我国首部断代纪传体史籍《汉书》，在该书之《五行志第七下之上》中，记录了
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
黄土尘也”。
在这里班固用了“黄土尘”一词，既将黄土成因揭示了出来，又对黄土之性状作了精确的表述，反映
了我们的祖先对“黄土”已有了十分深入的认识。
在我国古籍中还有一个与“黄土”相近的词汇，即“黄壤”。
“黄壤”较“黄土”出现得更早，早在战国时人所著之《尚书·禹贡》篇中（一说是更早的西周初年
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全盛时代太史所记录的文献）就记有雍州“厥土：惟黄壤。
厥田：惟上上”。
雍州是《禹贡》篇中所划分的中国疆域“九州”之一，其分布区域主要在今陕西省之关中、陕北及其
以西地区，也即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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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理知识已加和主前沿生活文化的行列。
　　中国西部的很多地理景观，如雪山、沙漠、戈壁、草原等都是中国之最。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西部自然野性的地理景观也逐渐为人所知。
　　在《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组织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中，在17类景观中，12类景观
的第一名都位居西部。
　　《西部地标》丛书主要从自然角度选取具有西部特色的地标性地理景观作为主体，从科学专业的
角色出发，配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力求深入浅出、客观详尽地介绍西部地理景观知识。
本书为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黄土高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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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朝建立后，长江和黄河中下游以及岭南诸地，尽入秦朝版图。
而长城以北和西域还不受中原王朝的控制。
当时汉朝在此建都，可北控匈奴，西通西域，抵挡西面和北面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扩张。
但汉初的几位皇帝不得不用和亲这种屈辱的方式求得和平。
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军事压力，时时让汉朝皇帝不得安睡。
从高祖刘邦的无为而治，到文景之治，积累了大量财富，到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盛，政治、军事、
文化领先当时的世界，因此才有卫青、霍去病、苏武、张骞等人北驱匈奴，西开丝路的壮举，汉帝国
的疆土往北往西不断扩张。
马踏匈奴的豪迈气势和强大的武力，激励着大汉子民。
很多能人志士从全国各地来到长安，参与到开疆扩土的队伍中来。
武攻的成就显而易见，但文治更是功不可没。
文帝、景帝任用贾谊、晁错，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加强边防，削弱诸侯王势力，为汉朝的稳定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武帝时，任用董仲舒进行改革。
首先在思想上加强控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为中央集权国家找到了理论根据。
其次是选拔人才，削弱丞相权力，增设常备的羽林军，几项措施使皇权进一步加强。
其三是继续实行削藩政策，进而创设刺史制度，打击豪强。
以上是武帝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首先统一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另外将冶铁、煮盐等手工业收归成为国家专营；设
置平准官与均输官，由国家来控制货物的流通以便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操纵经济的能力
，使国家对财务有绝对的支配权。
从而减轻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中央的压力，加强了中央的财权，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农业方面，汉武帝大力倡修水利，在关中开凿了龙首渠、白渠、漕渠等水利工程；进行移民屯田，
推广先进的耕田法；发动上万人治理黄河。
这几项举措的实施，使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
在文化方面，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专门教授儒家经典。
为解决书籍缺少的问题，下令“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书籍。
仿效周例设立乐府，搜集民间民谱，训练乐工。
组织天文学家制定第一部历法——太初历，以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
　　为了个人的娱乐，也为了显示皇权，汉武帝统治时期大兴土木，在未央宫中新建了高门、武台、
温室三殿和柏梁台；在长乐宫中新建了临华殿；在未央宫北修建了桂宫；在城西建造了号称“千门万
户”的建章宫，在城南修建了上林苑等。
长安城的全面建设可以说是在汉武帝时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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