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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旅游开发的历史使命 

兼论与太 白山旅游并举保护开发的重要性 

张 洲 

(西北大学 文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周原 与太 白山 自然、人 文文化各 具特 色，其丰 富的旅 游资 源互补性 强 ，开发 前景 广阔 ； 

目前 ，周原与太白山的保护开发工作不尽理想，亟待加强，建议有关职能部 门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 

开发周原地 区的旅 游资源 ，为陕西省 的社会 经济发展 作 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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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作 者对 周原 环境 和历史 文化做 过一 些 

初步的研究，最终形成专著得以面世E1]。在长期搜 

集资料、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周原保护 

开发的工作急需加强，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历史使命 

感亟待唤起。因此 ，我拟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 

提出个人管窥之见，为保护开发周原尽一份绵薄之 

力 ，以慰 日久 弥深的桑梓之情 。 

一

、周原的环境文化和历史文化 

旅游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开发的对象 

包括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两者兼容并蓄的景观等 

三大类。景观的性质内涵决定了旅游开发的前景、价 

值和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对周原的环境文 

化 、历史文化作一番介绍 。 

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南临渭水，北 

依岐山，西至千河 ，东依漆水 ，东西长 7O公里，南北 

宽 2O余公里。这个西北东南向倾斜的广漠塬区，亦 

即汾渭盆地西部地段的北端地带，属于风翔韩城断 

层凤一岐一扶地段的渭北黄土堆积平原。周原是第 

三纪至第四纪随着渭河断陷谷地的形成而同时形 

成。其地貌由渭北黄土台塬、渭河河谷冲积平原、山 

前扇形洪积平原和岐山山区等四个不同的单列类型 

组成。周原的积石台塬(又叫雍积原)平原地貌，相互 

向中间稍倾平靠 ，有略呈凹形“正平”状 ，这一突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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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 同类 原区中 比较 罕见 。周原 阶地 、台塬 、塬 区地 

貌完整，尤其是塬 区，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土地肥 

沃 ，历来是人类赖 以繁衍生 息的理想之地 。 

目前，周原虽然还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古 

人类文化遗存，但是 ，古环境资料表明，周原地 区更 

新世各期气候适宜古人类生存 ，只是因为我们工作 

做得还不够充分，使得这些具体情况还不甚明朗。进 

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此创造了繁荣 昌盛的史前 

文明。他们遗留下的文化遗存叠压次序明确 ，自下而 

上依次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文化和 

庙底沟类型文化、客省庄二期类型文化 。宝鸡北首岭 

遗址的下层遗存属于老官 台文化的晚期阶段 ，为探 

索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前身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周 

原地区的渭水、漆水流域 已发现半坡类型文化遗址 

62处 ，其 中以宝鸡北首岭中层文化遗存、武功游风 

中下层文化遗存 和扶风案板 CD 区遗存最具代表 

性 。周原 中心地 区包 含庙底沟类 型文化 的多处遗址 ， 

如扶风案板遗址、尚德遗址、武功游风遗址、赵家来 

遗址 ，显 示 出半 坡类 型文化 和 庙底 沟类 型文化错 综 

复杂的关系。既有庙底沟类型遗存叠压在半坡类型 

遗存之上 ，也有半坡晚期类型遗存叠压在庙底沟类 

型遗存之上 ，还有在同一遗址 内两种类型的文化因 

素并存 。这些遗址对庙底沟类型文化的区系类型学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原地区相当于龙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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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时期的客 省庄 二期类 型 文化 ，经调 查确认 的约有 

55处 。目前发掘的只有赵家来、案板、双庵等遗址， 

它们的性质大体一致 ，可以统称为客省庄双庵类型， 

是先周文化的主要来源，为探索周文化的源头提供 

了宝贵的依据 。 

先秦时期周秦文明先后在周原孕育勃兴 ，随着 

周取代殷商、秦统一六国，得 以在华夏大地推广，形 

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条主根 。周人 自始祖后稷开始 ， 

经 过长期 发展 ，由史 前文 明逐渐 走 向文 明社会 。至太 

王古 公宜父时期 ，迫于北方戎狄族 的侵扰 ，周人离开 

古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迁至周原。“周原朊 

朊，堇荼如饴”[2]。周原土地肥美 ，宜于耕植，于是他 

们定居下来，从此正式 自称“周方”，进入城邑国家时 

期。周人凭借周原优越的自然条件，又经过一百多年 

的努力，终于翦灭殷商，创立西周文明。西周建立以 

后，文王迁丰，周原岐邑不再是西周的政治中心。但 

因它是周族的发祥地 ，祖庙的所在地，仍享有极高的 

地位 。自西 汉 以来 的两 千年内 ，京当 、法 门、黄堆及青 

化、召陈等地，一直是我国西周重要铜器的出土地。 

据统计周原 岐 邑地 区出土青铜 器 的西 周遗址 有 251 

处 ，窖藏遗址 130个 ，墓葬 68个 ，其他遗址 56个，自 

汉代至 1993年共出土西周青铜器 920件。由此出土 

的青铜器数量之多，铸造之精 ，铭文史料价值之高， 

都居全国之首。因而周原就成了驰名中外的“青铜器 

之乡”[3]。解放后周原还发现宫室、古建筑基址和手 

工业作坊遗址等文化遗存。其 中上个世纪 7O年代发 

现的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岐邑宗庙建筑基址，在西 

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 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组建筑 

始建于武王灭商以前，距今 3 000余年，是我国目前 

所知最早的一个布局严格对称的四合院式建筑。在 

发 掘 中，于西厢 二号房 间 内两个对 称作 “龟 室 ”的 窖 

穴内。先后出土了占 卜用的甲骨 21 050片 ，其 中带 

字 卜甲 292片，总计 1 000多字 ，年代上限约为周文 

王晚期 ，下限约为康王初年 ，是西周王室的档案 资 

料。西周甲骨的出土，在我国还是首次，与殷墟发现 

甲骨有着 同等 的重要意义 。 

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秦襄 

公 因护送平 王之功 ，被赐 以岐 以西之 地 ，始列为一方 

诸侯。自此经过与周边戎狄民族历时长久的斗争，秦 

人逐步向东经略 ，奄有西周故地 ，尽收西周余民，经 

济文化得到很快的发展。至秦王政时期 ，秦人最终横 

扫六国，一统天下 ，创立秦帝国。公元前 677年秦德 

公迁都雍城。雍城地近周原 ，从德公至孝公 327年之 

久一直是秦国国都 ，在秦国向东经略的过程 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雍城遗址位于今风翔县城南，平 

面呈 不规则方形 ，总面积 1O．56平方公里 。城 内宫殿 

区主要分布在姚家庄 、马家庄、高王寺三地 。1977年 

在姚家庄发掘出一座完整的先秦凌阴建筑遗址 。马 

家庄 1号建筑 基址 是 目前 发现的惟一一座春秋 时期 

布局完整、结构清晰的宗庙建筑遗址。雍城遗址外还 

发现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 ，历经十年 ，揭 

椁之时，广受媒体关注，可谓盛况空前。该墓平面呈 

“中”字 形 ，长 300米 ，深 24米 ，总面 积 5 334平 方 

米 ，出土带铭文 的石 磐 ，对 研究春秋 时期的秦 国历史 

文化意义重大[4]。 

二、太白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周原南依秦岭山脉的太白山。太白山山体高峻， 

气势雄伟 ，海拔 3 767米 ，被誉 为“华中群峰之冠”。 

1996年作者应邀参加了专家考察 团，赴太 白山旅游 

景点考察调研。我曾亲身登临太白山，第一直觉感受 

是：由远及近，自下而上，从形到神 ，太白山风景无不 

蕴含素美之态。太白山山顶的内陆冰雪景观，素有令 

誉 ，关 中八景“太白积雪六月天”即指此而言。拔仙 

台，也叫跑马梁，实际上是第三纪地质时代夷平原的 

古地貌遗址，是我国内陆冰川古地貌的典型标本。太 

白山分布在海拔 7OO～1 000米的植物带为侧柏林 

带 ，800 2 200米 为松 栎 带 ，2 400～ 2 900米 为冷 

杉、云杉林带 ，2 9OO～3 200米为太白山红杉林带， 

3 2OO～3 767米为桦木高山灌丛草旬带。太白山的 

植 物垂直 带谱是 研究 本地 区农 耕文 化史 的好 资料 ， 

而且显示了现代农耕在本地区植物群种发展的未来 

远景[1](P313)。 

太白山的人文景观以神文化为其核心，主要散 

布在 中山 、低 山区 ，山顶地带也有零 星分布 。山顶地 

带的拔仙台、跑马梁，分别是传说中的姜子牙封神处 

和刘秀跑马处。整个太白山中山、低山区神文化遗迹 

星罗棋布，往往是儒佛道三教合流，多神同殿共仰。 

三、周原、太白山的旅游开发价值与政策措施 

近年来，日趋火爆 的旅游经济给各旅游城市和 

地区带来不菲的收益 ，促进了当地经济、交通、文化 

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利用旅游经济，带动发展当地经 

济，已成为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周原与太白山地缘 

相近。周原 的历史 文化悠远厚 重 ，太 白山的 自然风 光 

素美天成，其神文化也别具一格。两者的旅游开发互 

补性强，是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周原、太白山内在 

的自然价值和人文价值是发展旅游经济一笔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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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资源。一旦建立起合理有效的运作机制 ，打破周 

原、太白山旅游的沉寂局面，这笔巨大资源产生的效 

益将 是不可估 量 的 ，关 中西 部地 区经济 文化 的繁荣 

腾 飞或许将 因此提前实现 。另外 ，周原 、太 白山的旅 

游开发在弘扬 自然环境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同时，还 

能使旅游者增进环保意识 、爱国精神与民族 自豪感， 

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前关 中地区的西线旅游明显不及东线旅游。 

与东线一些同等规模档次的著名景点相比，西线旅 

游惟一的亮点法 门寺景区在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 

额等方面也不尽理想。这与决策者未能充分认识到 

周原、太白山旅游开发的巨大潜力有一定的关系。只 

有把周原 、太 白山旅游开 发纳入西线旅游 的全 局中 ， 
一 盘棋才能走活。但是，眼下周原、太 白山的保护开 

发现状令人担忧 。宝鸡北 首岭遗址知之 者甚少 ，参观 

者大多局限在业 内人士 。周原 青铜器博物馆酝酿构 

思已久，但因各种原因迟迟不能落成投入使用 。1998 

年开馆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困 

境之中。周原的几处西周著名建筑基址基本上还维 

持在圈起来保护的状态 ，有些 已荒草满 目，惨不忍 

睹。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后 ，荒置多年 ，最近才由附近 

村民筹款集资建成一座民营博物馆。太白山景区历 

年屡传游客失踪遇难 ，影响游客出游心理，造成负面 

影响，暴露出旅游设施、体系的严重不健全。太白山 

的神文化景观也年久失修 ，残败不堪 ，保护工作已成 

当务之急。因此加强对周原和太白山的保护开发工 

作势在必行 ，刻不 容缓 。 

周原和太白山的保护开发，首先要唤起政府、社 

会各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单纯依靠个别职能部门 

完成周原、太 白山的旅游开发 ，实践证明是行不通 

的。只有依靠政府、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力量 ，形成合 

力，才有可能完成这一综合性系统工程。因此加大舆 

论宣传，唤起政府、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合作是关 

键。其次是制订行之有效、稳妥可行的政策措施。作 

者姑且提出几条意见 ，以供参考：①保护与开发并 

举；②统筹规划 ，择优开发；③创造条件，争取条件， 

开发发展 ；④资金来源多渠道 ：股份 自筹、银行贷款 、 

集资公助、慈善捐助等等都可以考虑；⑤投资方要得 

利受益；⑥依法建立各项制度。 

在对周原和太白山旅游资源的开发研讨 中，作 

者认为物质条件、技术力量并不是制约开发与保护 

的瓶颈 ，思想认识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不及时 

解决 ，恐怕周原和太白山的旅游资源会继续 闲置荒 

废下去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许多有识之士为周 

原和太 白山的开发与保护做 出不少卓有成效 的工 

作 ，产生 良好的效益 ，促使决策者、投资商和普通公 

众对周原 、太 白山的开发前景抱 以积极乐观 的态度 ， 

思想意识出现喜人的转变 。周原、太白山的旅游开发 

的契机已经来临 ，我们绝对不能错过。作者相信周原 

太 白山 的旅 游开 发如果 形成 规模 上档 次 ，关 中西 部 

地区的旅游业将会与东部地 区旅游业齐头并进，优 

化现有不合理的旅游业发展格局，并带动刺激当地 

经济发展，为陕西的发展添上一笔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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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M ission of Zhouyuan Tourism Development 

—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explor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aibai tourism resources 

ZHANG Zhou 

(School of Relices and Museu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Zhouyuan and Taibai M ountains，the ar— 

gument is made on the ralations of natural enviorment and cuhural backgrou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is area．Zhouyuan and Taibai mountains are regarded as the most attractive place 

for the touris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for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a plan not only to develop 

tourism 'but also to preserve the abundant cultural heritage of Zhouyuan
． A suggestion is made that the 

goverment should take efficent and proper measures to build Zhouyuan tour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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