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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通史:7:明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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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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通史:7:明清卷》

内容概要

《陕西通史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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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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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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人，生于1927年11月。1988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10月荣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8年12月被评为陕西
省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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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西北大学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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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后，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
。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运河》、《河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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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978.6-1982.3.22)、党委书记(1978.6-1984.7.19)。四川乐山人，生于1917年7月。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成
都师范学校和四川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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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通史:7:明清卷》

书籍目录

绪论 明清时期陕西在停滞中蹒跚前进第一章 徐达、常遇春平定三秦第一节 冯宗异破潼关第二节 明军
主力入陕第三节 陕南、陕北的克复第二章 强国家、弱社会的明初陕西第一节 洪、永规模第二节 陕西
诸藩府与藩权的兴衰第三节 从行省、王相府并置到三司分立第四节 都司一卫所体系与军屯制度第五
节 高福兴、田九成起义第三章 从治世到危机：明中后期的陕西社会第一节 天、成之治第二节 三司权
力的衰微与一督四抚体制之确立第三节 刘瑾事件前后的陕西官场第四节 川陕流民起义第四章 天灾与
人祸：明后期陕西的社会危机第一节 关中大地震第二节 梁永扰陕与关中人民的反税监斗争第三节 明
末陕西的社会危机第五章 明代陕西的边政与边患第一节 明初对北元的攻防与河套的经略第二节 河套
鞑靼的侵扰第三节 秦塞长城第四节 复套之议与曾、夏冤狱第五节 清朝势力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
的威胁第六章 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军入陕第一节 澄城首义与陕西农民战争的第一次高潮第二节 洪承畴
治陕与农民战争的低潮第三节 李自成等部途经陕西的长距离运动战第四节 陕西农民战争的二度高潮
与大顺农民政权第五节 大顺政权之覆没与清军入陕第七章 清初陕西的抗清斗争第一节 贺珍、孙守法
围攻西安第二节 陕南地区的抗清斗争第三节 陕北王永强起兵反清第八章 清前期陕西的政治和经济第
一节 清朝在陕西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第二节 八旗驻防、绿营营汛及地方建制的变革第三节 王
辅臣之乱第四节 清前期陕西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九章 清代中叶陕西白莲教起义第一节 乾隆末年
陕西社会危机第二节 会党麇集与矛盾尖锐的秦巴山区第三节 乾隆末年兴安白莲教秘密反清活动第四
节 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第五节 宁陕兵变与三才峡木厢起义第十章 道咸时期的陕西社会第一节 鸦片
流毒与陕西将士参加抗英战争第二节 地方政治黑暗赋役繁重第三节 道咸时期陕西社会矛盾第十一章 
同治初年李蓝起义军、太平军在陕西的活动与回民起义第一节 李蓝起义军和太平军在陕西的活动第二
节 陕西回族的历史状况和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第三节 圣山砍竹事件第四节 起义烽火席卷八百里秦
川第五节 抗击胜保、多隆阿的围剿第六节 太平军第二次入陕与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第十二章 西捻军
与回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第一节 回民起义军的返陕斗争与董志原十八营建立第二节 西捻军入陕与回民
起义军返陕斗争的高涨第三节 捻、回起义军联合抗清第四节 左宗棠入陕镇压捻、回起义军第五节 捻
、回起义军在陕北的战斗第六节 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余部的抗清⋯⋯第十三章 民族危机下的陕西社
会第十四章 民主革命在陕西的兴起第十五章 西安起义与清朝陕西政权的覆灭第十六章 明清陕西文化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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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通史:7:明清卷》

章节摘录

然而这种地方集权模式与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以控御地方、强化皇权以抑制相权的愿望相抵触。于是
天下既定之后，朱元璋便着手首先从地方政制上进行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下令，改行中书省为
承宣布政使司，陕西亦与其他11个行省一起，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及左右丞等官，改设布政使1人（后增
为左、右布政使各1人），左、右参政各1人。由于陕西布政使司辖区与原陕西行省辖区大体相同，所
以行省或简称省的称呼仍然为世俗所沿袭下来。但是陕西布政使司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行省或王相
府，它只管民政，事权大为缩小，同时与布政使司并行地又设立了陕西提刑按察使司，置按察使1人
，掌管刑政，设立陕西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管军政。这样，原来由陕西行省或秦府王相总揽
的地方大权，便分散给3个机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并称三司，它们各自平行，上属
中央而不相统属，并为封疆大吏，三者互相制约，凡地方大政要事，都要由三司会议，上报中央的部
院而后可行。地方首脑“诸侯化”的危险大大减少了。三司并立后第三年，秦王就藩，于是在陕西，
三司与王府（主要是王相府）的并立又构成另一层分权关系。尤其在军事上，形成了秦府护卫与陕西
都司“互相防闲”之制。凡有征伐，必双方合议，朝命与王令旨并行，才能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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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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