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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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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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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魏晋时，陕西民族分布格局的这种变化，是陕西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为陕西地区各民族的大融合创
造了条件。
内迁各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反抗斗争魏晋时，今陕西黄陵以北的陕北地区，已为内迁的匈奴、羌、
鲜卑等部所据，各族分立，还未形成统一的势力；只是在关中等地才是魏晋时诸政权直接统治的地区
。
东汉末至西晋初，五胡内迁于关中等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很快就纳入了魏晋封建制的系统
之中，其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在内迁的南匈奴部众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曹魏、西晋沿东汉末曹操对并州匈奴5部的管理方法，将匈奴王侯与部众分立，使其失去了对其部众
的直接统辖，而一般部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内迁部民要向政府服役纳赋，有的沦为汉族世
家大族的“田客”或奴仆。
内徙入陕西境内（关中）的五胡，情况亦大致相同。
如内徙关中的氐、羌等族，有的保留了原部落组织，有的部落组织被解散，成为统治阶级的“编户齐
民”。
晋初关中备族人民大起义的领袖氐族齐万年，就是西晋的一个“编户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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