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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绪 言

雍通 " 壅 。

，
意为四面有山壅塞为固

。
古代雍地土壤肥 沃

，
宜于农

耕
，
被称为 " 天府雄国 。

。 《尚书 禹贡》载 雍州 " 厥土惟黄壤
，
厥 田惟

上上
。

。 《战国策 · 秦策 》中称秦国 " 田肥美
，
民殷富

，
战车万乘

，
奋击

百万
，
沃野千里

，
蓄积饶多

，
地势形便

，
此所谓天府

，
天下之雄国也 !

。

广义的雍指雍少I·I
,
为大禹划分的九州之

，
范围相 当于我国现在

的西北地区
，
包括今陕西和甘肃大部

、
青海东北部以及宁夏部分地 区

狭义的雍指 " 雍秦之地 。

，
即以古雍城为中心 的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

。

春秋战国时期
，
秦人在雍秦之地这 片神奇的土地上迅 速崛起

，
由 个

偏居西陲的附庸小邦
，
逐渐发展壮大为 " 春秋五 霸 。 。 战国七雄 " 之 的

诸侯强国
，
并从此走上 了吞并六 国的统 之路

。
在雍秦之地

，
秦人先

后营建了秦邑
、
汧邑

、
汧渭之会

、
平阳

、
雍城五 座都邑

，
置都长达 4 0 0 多

年
，
形成了以雍城为中心 的地域性秦文化 雍秦文化

。
雍秦文化是

秦人以雍城为中心
，
在雍秦之地长期生存

、
发展

、
壮大过程中形成的地

域性文化
，
在整个秦文化发展形成中具有奠基和发轫的地位

，
同时也

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基因之
。

以雍城为中心 的雍秦之地
，
是秦人逐渐崛起

、
走向统 的发祥之

地
，
也是秦人发展史上 座重要 的里 程碑

。
秦人历史上 曾经 九都八

迁
，
其中雍城和咸阳为秦人仅有的两个正式都城

。
雍城为秦人第 个

正式都城
，
定都雍城后秦人实现 了由临时都城向正式都城的转折

，
以

及由收复领土 向扩张领土的转折
，
标志着秦人从此走上 了东扩强盛之

路
。

也就是说
，
从秦德公开始

，
秦人对戎狄的战争已经 由防御转人 了

进攻
，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
人驻关中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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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啪城处秦人迈 llı」统 łıl 静iļ ri起，·( 2 0 f立秦公在此前赴后继
，
带领秦

人励精iţ ı治
、
)1拓创新

、
政治 l tï 趋成熟

，
军事 ヒ日益强大

，
文化上 日

浙繁荣
，
为最后统 六国

、
建立我国历史 ı第 个统 的封建专制中

央集权王朝奠定 j
'

坚实的基础
。

蜥秦之地 也是秦人 k 断改革创新
、
tF拓奋进的变法之地

。
在历史

发展的紧要 是头
、
祭人总能审l l 度势 把握 机遇

、
适时掠进改革

，
促进

发展
。
秦武公为结束权臣宫廷争 でı

，
始：斤近 臣殉葬制度 秦献公为感

激大 臣拥 \ 之恩
、

。 山从死 。

，·
秦穆公开任用客卿制度之先河

，
不唯国

籍
、

ıł1分
、
年1岭

、
地 (加

'

纳贤 l 引 刨丁 " 天子致伯 诸侯毕贺 " 的霸业
。

下ł不断学习1】疑收中jĮ；i；文化的同ıl 秦人从不墨守成规 不是简单的拿

来主义 而是兼容并蓄 为我所用
。

世父为报戎人杀父之仇
，
让位弟弟

秦襄公 ；秦武公
、
秦宜公

、
秦成公在嫡长子年幼之时

，
开创秦人 " 兄终弟

及 "

继 f立俯Y
.
在奴隶俯Y逐渐走向衰落之时

，
秦简公推行 " 初租禾 。

，
建立

了土地私有的地主制度 秦献公 " 初行为市 。

，
f足进 了商品经济和封建

生产方式的发展 ；秦孝公 " 废井田 开阡陌 。

，
使秦国顺利完成了从奴隶

制度到封建市ı1度的转型
，
迅速发展成为 " 战国七雄 之

。

雍秦之地不 仗是秦人 的政治经 济中心
，
还 是秦人 的祭祀圣地

。

" 国之大印
，
在祀与戎

。

。 先秦时代 祭祀是与战争并列 的两 件国家大
事

。
作为祭祀圣地

，
雍秦之地在秦人 的心 目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
。
在雍水河南岸

，
埋葬着秦人的众多先祖 也就是现在的雍城秦公

陵园
，
秦人在此祭祀先祖 ；在雍城所处的三 時塬

，
建有酈時

、
吴阳上時

和下時
，
秦人 仓此祭祀天帝神灵

，
决断国家大事

。 《史记 秦始皇本
纪》载 。 王庙或在西索

，
或在咸阳

。

。 就是迁都咸阳以后
，
雍秦之地仍为

当时的郊祀叶r心
，
秦人的许多重要祭祀活动仍在雍城举行

。
正因为雍

秦之地是秦人的祭祀圣地和崛起之地
，
所以

，
秦始皇加冕这样的重大

国礼就选择在雍举行
。

雍秦之地还是秦人早期的文化 F łl心
。

唐朝时期出土于三 時塬的

石鼓
，
以踏歌形式纪赞秦国初创时期的重大活动 具有很高的文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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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艺术价值
，
被誉为 " 中华第 古物 。

。
产生于春秋时期的く诗经》

，

其く秦风》10 篇大多是在雍秦之地 完成的
，
为雍秦文化 的典型代表

。

秦穆公在以国君之礼宴请晋公子重耳时
，
就采用赋诗对答的形式

，
当

场赋《诗经 六月》。
此外

，
《尚书》中的《秦誓》篇

，
是秦穆公时期的作

品
，
也是在雍秦之地完成的

。
秦公 号大墓出土 的石磬

，
其铭文是篇

韵文
，
文辞优美

，
结合《诗经 秦风》中的诗歌文辞来看

，
秦国的文学水

平已不低于东方各国
。

所以
，
秦穆公才说

，
秦以 " 诗书礼乐法度为政 。

。

再者
，
秦德公 。 二 年

，
初伏

，
以狗御蛊 。

，
从此我国有了 " 三 伏 " 节气

。
秦

宣公时
，
秦人已 " 初志闰月 。

。
这些都反映出雍秦时期

，
秦人 已在天文

、

历算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

雍秦之地曾五 次为秦都
，
是秦人建都次数最多

、
建都时间最长之

地
。
单从秦 " 襄公二 年 (前 7 7 6 年 )徙都汧 。

，
至秦孝公十二 年 (前 3 5 0

年 )
。 秦自雍徙都之 。

，
秦人在雍秦之地的汧邑

、
汧渭之会

、
平阳

、
雍城建

都就达 4 2 6 年
。

如果从非子在汧渭之 间称秦算起
，
则时间就更长 了

。

这 4 0 0 多年中
，
关中西部的雍秦之地不但成了秦国早期的政治

、
军事

、

经济和文化中心
，
而且 还是秦人继续东扩

，
继而统 六 国的军事大后

方和根据地
。

特别是雍城
，
秦人置都长达 3 2 7 年

，
先后有 2 0 位国君在

雍城执政
。

虽然关于秦国在雍秦之地 的置都次数和置都年限问题
，
学

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
但不论是哪种观点

，
雍秦之地 和雍城都是秦人生

活和建都时间最长的
。

在雍秦之地数百年间
，
秦国先后诞生 了秦襄公

、
秦文公

、
秦武公

司

秦德公
、
秦穆公

、
秦景公

、
秦献公

、
秦孝公等贤明君主

，
涌现 了百里僎

、

蹇叔
、
伯乐

、
商鞅等 代贤能俊臣

，
发生了非子邑秦

、
襄公徙汧

、
文公东

猜 德公迁雍
、
穆公称霸

、
秦晋之好

、
吕相绝秦

、
秦廷之哭

、
商鞅变法等

著名历史事件
，
使雍秦之地永远地载人 了史册

，
也为我们留下 了 笔

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
。

在今千河流域和秦汧陇道沿线
，
遍布秦国时期

的六遗址
，
如宝鸡市羽 阳宫遗址

、
陈仓区平阳宫遗址

、
凤翔县蕲年宫遗

址 千阳县尚家岭遗址
、
陇县磨儿塬遗址等

，
这些古代建筑遗址 的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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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和考古发4届
，
lı现了秦人 刍年在雍秦之地的繁荣与辉煌

、

雍城是秦人 {l 雍秦之地规模最大
、
最雄伟

、
最华丽的都城 主是雍

秦文化形成的核心 区域 ，
考古发掘表明

，
雍城的面积约 1 1 平方公里

、

超过了川时」t!l天子居住的雒邑
，
相当于今西安市城内的总面积

、 麦城

城内有宫殿区 宗庙区
，
还建有储藏冰块用的凌阴 百 姓交易的玄戛

。

手 1 业作坊等
，，
所以

，
戎族使者由余面对秦都雍城的豪华壮丽 发出

了 " 使鬼为之
，
则劳神矣；使人为之

，
亦苦民矣 一 的惊又

，
这还是在雍城

为都的早期
，
此后的 3 0 0 多年中

，
历代秦公仍不断对雍城进行修葺椭 。

建
，
使雍城成为了 座雄伟壮观的国都

、
雍城建筑的宏 伟气魄

，
不仅

反映了秦国早期国力的强盛
，
也显示 出秦人 一 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 的

雄心壮志
。

雍城遗址为国家首批重点丈物保护单位
，
也是研究雍秦文化論註

心 区域
。

如今
，
国家文物局 已把雍城遗址 列 为国家大遗址 保护区 蚕

照国家制定的雍城大遗址保护规划
，
秦都雍城遗址 内的宗庙

、
宫殿층

遗址将逐步进行恢复重建
，
再现秦人当年祭祀

、
朝觐的宏大场景 雯示

秦人先祖陵园出土的珍贵文物
、

届时
，
雍城大遗址 保护 区将成为全蚕

最大的秦国历史文化展示基地
，
成为雍秦文化的展示 和体验キ 、

，

以史为鉴
，
可 以明是非

、
知兴善

、
雍秦文化既是 部秦人兰地域

文化史
，
也是 部秦人奋起东伐 发奋图强 的鹱起史

，
主 キ华民族主

渐崛起
、
走向强盛之 际

，
秦人崛起的艰难历程 和经 验教训非営值得表

们学习借鉴
、

乙 夫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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