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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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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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西通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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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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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和陕西靖国军第一节 陈树藩依附皖系主政陕西第二节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第三节 陕西靖国军领导的
护法倒陈运动第四节 停战划界与靖国军辖区的建设第五节 “五四”运动和陕西人民倒陈运动的高涨
第六节 阎相文、冯玉祥督陕和陕西靖国军的终结第三章 直系军阀刘镇华统治下的陕西第一节 刘镇华
独揽陕西军政大权第二节 刘镇华统治下的陕西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第三节 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和
爱国群众运动第四节 胡憨战争和刘镇华被迫离陕第五节 吴新田接替刘镇华在陕西的短暂统治第四章 
轰轰烈烈的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第一节 国共两党在陕组织的建立及合作的形成第二节 李虎臣主陕和艰
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第三节 国民军联军入陕和西安解围第四节 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第五节 
国民党在陕西清党反共和陕西国民革命运动高涨局面的结束第五章 国民党在陕西统治的建立和陕西政
局的演变第一节 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权建立初期的陕西政局第二节 杨虎城主陕和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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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保卫河防和防空、支前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陕西经济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陕西文化教育第五节 国民
党在陕西反共摩擦的升级和内战准备的加紧进行第七章 国民党在陕西统治的崩溃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
的陕西形势第二节 蒋介石、胡宗南在陕西的军事“剿共”及其节节失败第三节 政治、经济危机的加
深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第四节 西安解放和胡宗南部的溃退与覆灭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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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和爱国群众运动陕西人民反对刘镇华的斗争，从民国7年（1918）年刘镇
华入陕时即已开始，不过当时主要矛头还是对准陈树藩。
民国10年（1921年）7月陈树藩下台后，刘镇华遂成为众矢之的，到刘镇华独揽陕西大权后，陕西人民
的驱刘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陕西人民驱刘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旅外陕籍学生起着主要骨干作用。
民国10年（1921年）10月，旅京的陕西进步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赵国宾、刘含初
等，正式组成了以陕西地方为对象的刊物《共进》杂志社，同年10月创刊问世，次年10月又成立了政
治性社周——共进社。
共进社和《共进》杂志明确把政治改造当作社会改造的先决条件，一开始就集中全力对准当时统治陕
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猛烈开火。
它开辟专栏，以各种体裁，大量刊登驱刘文章，对刘镇华祸陕罪行进行无情揭露，号召陕西人民通过
“罢税、罢工、罢市、罢学”等运动“群起而攻之”。
在长达8000多字的《去刘篇》中，明确指出“去刘乃是解决陕局，真正解决陕局的唯一——第一步—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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