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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安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文明传承。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都西安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拓印下无比
瑰丽的史诗和波澜壮阔的画卷。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
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种植狩猎，开掘出了别具
特色的“半坡文化”。
自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在此建立丰京，揭开了西安作为帝王京师历经千年，雄踞华夏，成为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
西安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
直至今天，西安城中的塔与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周
乐秦声、汉风唐韵等文化艺术，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尊贵和豪华、开放和风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长安地志>>

内容概要

《长安地志》中“地”的含义，不只是介绍古者长安历代地方志方面的书，它还包括全国总志、郡志
、州志、舆图志，历朝历史志和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及历朝典、会要、实录等有关古都长安的各种论
述，旨在研讨这一区域自然环境与社会的演变规律以及改造自然的成就，展示西安、研究西安、宣传
西安、资安、资政育人，推进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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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先秦时期长安  第一节 《禹贡》记雍州山川及其他　第二节 《山海经·山经》记述春秋、
战国时期的关中　第三节 《周礼》《诗经》《国语》对长安的记述　第四节 先秦典籍对后世长安地
志著述的影响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　第一节 长安地记所述长安　第二节 长安地记的存
佚情况　第三节 《史记》《汉书》等对长安的记述　第四节 《汉书·地理志》对长安的记述　第五
节 最早的长安郡志——《三辅黄图》　第六节 《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与《水经注》记
长安及关中河渠　第七节 《晋书》《魏书》记晋十六国、南北朝时的长安　第八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
典籍对后世长安地志著述的影响第三章 隋唐时期长安　第一节 隋唐长安“图经”　第二节 韦述《两
京新记》对长安的记述　第三节 《元和郡县志》对长安及关中的记述　第四节 《隋书》述隋大兴城
　第五节 两《唐书》《唐六典》述唐长安城　第六节 两《唐书》及其他史籍述长安河渠桥驿　第七
节 两《唐书》《五代史》述晚唐、五代时期的长安城　第八节 隋唐地理文献对后世长安地志著述的
影响第四章 宋元时期长安　第一节 宋元长安图经、地志的存佚情况　第二节 宋代长安专著——《长
安志》　第三节 元代长安专著——《类编长安志》　第四节 宋元长安专记与志图　第五节 宋代关中
志——《雍录》　第六节 宋元地理总志中的长安史料　第七节 宋金元《地理志》《河渠志》及其他
史料对长安的记述　第八节 宋元地理著作、方志著述对后世长安地志著述的影响第五章 明代长安　
第一节 明代长安专记——《游城南》　第二节 《雍大记》与《秦录》　第三节 明代陕西志书所述关
中　第四节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所述西安府及关中　第五节 明代地志、地理著作对后
世西安地志著述的影响第六章 清代长安　第一节 清代西安专著——《西安府志》　第二节 《关中胜
迹图志》对西安及关中地区的介绍　第三节 《南山谷口考》对关中谷口的记述　第四节 《唐两京城
坊考》与《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及补遗　第五节 清代陕西省志所述关中　第六节 《长安县志》与《
咸宁县志》 　第七节 清代地理总志、地理志及舆地著作记述长安　第八节 清代地方志、地理著作对
后世西安地志著述的影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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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类编》以近似类书的体例编撰而成，应属新创，但在类目与体例的安排上并没有看到有新的
创意，反而显得凌乱、重复，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例如卷一京都类下京兆尹条记有孔戢、韩愈、崔珙、薛元赏、韦澳等体恤民瘼的官吏，而在卷一京兆
尹条下又记述了这些内容。
卷二隋唐离宫已有华清宫，卷九胜游类又重记华清宫；宫殿室庭类在前面已经列出，胜游类又重复出
现宫殿名。
又如卷二宫殿类，又在卷五寺院道观类有宫殿的名称。
古迹类已有石鼓，而石刻类又有周石鼓文。
卷七原丘类已有铜人原，古迹类又重记铜狄等。
其三，在按时代、词义细加分类上，有些却以字相同而粗归一起，反而产生误导。
例如卷三台榭类，竞把政府机构的御史台与渐台、兰台、柏梁台等古建筑混为一谈。
堂宅亭园类的宅是第宅，却只列唐、宋人的宅，而把汉人的第另列进街市里第类。
街市里第类的里只列汉长安城内的里，而把同样性质的唐长安城内的坊另列在京城类的隋、唐京城外
郭城条下。
其四，由于作者过于注重简略易读，却把许多长安历朝重要内容以为是“繁芜”而删减，而真正是繁
芜之处却保留下来。
这从卷七至卷九的类目便可看出不妥：卷分桥渡、原邱、关塞、镇聚、堡寨、驿邮、坡坂、堆堰、城
阙、古迹10类及各种交通设置。
原邱、坡坂类都应属自然地理，而原邱后却记关塞、镇聚、堡寨、驿邮等人工建置诸类，接着又记坡
坂类。
骆氏在前面已说明， “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而又专列卷九胜游，似乎卷九是长
安的指南，与上所述自相矛盾。
卷八山陵冢墓类，却加入应属于杂记类的纪异、辨惑类内容。
总之，这些类目没有经过合理的排列，使得类目杂乱，排比次序混淆，这种情况在历朝记述长安都城
的诸志书中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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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接受撰写《长安地志》一书，是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我的老师张永禄当时承担着其它编撰任务
，他将此事交给了我，并希望我能够如期完成这部有较大难度的撰写任务。
出于对“古都西安”丛书学术价值的认识，也出于张老师对我的信任，以及对生育养育我几十年的故
乡、千年文明古都西安的一份挚爱，我不揣浅陋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撰写之初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提纲得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审阅并认可之后，当著名历
史地理学家、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曹尔琴教授给予指导之后，还未来得及请他（她）们看稿或提些意
见，他（她）们竟先后相继离世⋯⋯第一次亲身经历这样非同寻常的变故，回想曹尔琴老师对我完成
这部书所寄予的厚望，她如同尊长，治学严谨，生活中却和蔼可亲，转瞬之间这些竟成了永久的回忆
。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导师周伟洲教授，为我提供了不易找到的文献资料，他
为支持我写出这本书给予了真诚的帮助。
陕西师范大学环境发展中心资料室张西平老师、西安市地方志馆何彩云提供了不少资料，尤其是我的
工作单位、陕西省图书馆特藏部古籍、地方文献与征集组、近代文献、保存本室，以及本馆各阅览室
曾为我多次提供方便和帮助的诸多馆内同志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我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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