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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国革命的圣地。

在这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上，从蓝田猿人直立蹒跚，到炎黄始祖

步入文明;从赫赫宗周礼乐共融，到秦皇大帝一统天下;从汉武盛世声

威远播到大唐帝国风华绝代;从旧中国凋敝零落，到红色延安雄鸡报

晓，无不烙下深深的历史印记。承载这些博大精深、凝聚先人智慧、

反映厚重历史的文化资源，集完整性、至高性、独特性于一体，具有

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极高的文化品位，是实物考古、史实佐证、艺术审

美、科学展示、传统教育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人和先烈馈赠给我们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省曾在 1951 年、1980 年、1987 年先后三次进行全省文物普查。

为了全面掌握新时期全省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

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为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

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提高文物保护管理整体水平，我省按照国

务院的总体部署，从 2007 年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并于 2011 年 10月底圆满完成了文物普查的各项任务。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务院统一安排部署、各级人民政府承担

的一项国情国力资源调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举措。



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陕西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于 2007年 8 月成立了以主管副省长任组长、省级

17 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制定下发了陕西省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方案意见。为了确保普

查质量，我省提出了“省市联合，以市为主”的组队原则，先后从全

省文博系统中选调业务骨干 460人，并吸纳大专院校、其他行业及社

会各界的志愿者 130 余人，组建了以市为单位的 10 支普查队伍，负

责实施以县域为单元的逐县逐点调查，还组建了 59 人的文物普查专

家库，普查库的专家负责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技术把关，以及逐县

开展普查验收工作。5 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创

新管理，在各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1000

多名一线普查队员凭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克服山高路远、交通不

便、蚊虫叮咬等困难，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踏遍了全省 1747 个乡

镇(街办)，31197 个行政村、1989 个居委会，总行程达 60 多万千米，

共调查对象 52842 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 49058 处(其中古遗址

23453 处，古墓葬 14367 处，古建筑 6702 处，石窟寺及石刻 1068 处，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3213 处，其他 255处)。新发现不可移

动文物 34187 处，复查不可移动文物 14871 处，采集各类标本 10 万

余件。其中榆林神木邱井沟恐龙脚印化石、西安高陵渭河南岸古生物

化石及人头骨、宝鸡陈仓桥镇遗址“华夏第瓦”、咸阳兴平窦马北秦

汉建筑基址、汉中宁强县羌人石板墓的发现，以及西安大华纱厂旧址、

榆林米脂常氏庄园、安康镇坪古盐道遗址、汉中、宝鸡蜀道文化线路、



宝成铁路、安康汉阴凤堰梯田等新品类文化遗产的发现和重新登记，

不但填补了我省文化遗产资源的空白，也为开展相关专题调查与研究

创造了良好条件。

相比 1987—1989年的第二次全国(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我省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令人欣慰，其成果不仅表现在文物点数量的

增加，乡土建筑、工业遗产、文化线路、20 世纪遗产等新文化遗产

品类的进一步丰富，还表现在许多工作创新上，如普查中探索总结的

“宝鸡经验”、“咸阳做法”及“高陵模式”等创新工作经验，对推动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健康开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此外，在全国

我们率先完成了以县域为普查单元的实地调查工作，率先完成了实地

调查阶段的验收工作，率先完成了普查工作报告的编制和上报工作，

创造性地建立了全国第一家文物普查标本库，研发了陕西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电子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并铸就了“爱岗敬业、科学严谨、

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陕西文物普查精神。

通过文物普查，不仅进一步摸清了我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也

锻炼壮大了文物队伍，同时也扩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影响力。为

了切实巩固文物普查成果，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有序发展，陕

西省文物局决定编辑出版《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11 卷共

107册)。各册内容均主要依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资料，立足于

知识性和可读性，力图从多角度、多层面系统介绍各县区文化遗产资

源现状及文物保护机构建设情况。我们既希望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各地

民众对家乡的了解、对陕西的了解，增进三秦儿女对家乡、对陕西的



热爱和关注;也希望能在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民众文物保护意识，

形成爱护文物、保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希望

各地区政府以优势文化资源为依托，加快文物保护利用步伐，以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陕西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为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既凝结着文物普查队员踏遍青山的辛劳，

也饱含了数百名编撰者披沙拣金的心血和奉献。在此谨向我省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者、丛书编撰人员以及全省文博工作者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套丛书规模大、数量多、涉及面广以及时间紧迫，给编辑

出版工作造成了诸多困难，也使本丛书难免存在不少欠缺和不足，我

们真诚地希望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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