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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三角历史发展溯源》由蓝勇教授担任主编，杨光华教授、马强教授担任副主编，十余名教师和博
、硕士共同编写而成。

全书共30万字，分为四章。
第一章为“关中雄国——前天府时代”，第二章为“益州物繁——后天府时代”，第三章为“巴渝舟
楫——开埠时代”，第四章为“西部三角——直辖时代”。
全书从学理上梳理“西三角”时空发展进程的脉络，追根溯源，解读了“西三角”的历史走向，为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历史资鉴蓝本，展示了我所“尽全时空、注重田野、研究西部
、关怀现实”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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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勇(1962年1月～　)：男，汉族，四川泸州人，国家二级教授，中共党员。
目前任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曾任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重庆史学会副会长。
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西南地方史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点
、博士点负责人；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地方教育史方向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历
史地理学兼职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专门史学术带头人。
主要学术兼职有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Selected Public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History》编委、《历史地理》编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主编、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常务
理事、重庆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地理学会理事兼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巴蜀文化研究
会常务理事、重庆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川江号子研究会副会
长、重庆市旅游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化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委员等。
同时为四川大学巴蜀文化所、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三峡学院兼职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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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杨恩芳
导言  曾经辉煌的西部
第一章  关中雄国——前天府时代(商周～南北朝)
  第一节  三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天下雄国”天府关中平原的辉煌时代
    (二)三星堆、金沙遗址透露出的成都平原文明之光
    (三)“巴楚同风”背景下的巴渝文化
  第二节  关中政治核心区对四川盆地文明发展的影响
    (一)关中政治核心影响下的三地政治格局
    1．雍梁一体与巴蜀秦化
    2．三国蜀汉与巴蜀秦陇一体
    3．成汉政权与陇汉政治
    (二)关中政治核心影响下的三地经济格局
    1．“蜀山兀”与四川盆地的资源开发
    2．栈道千里的交通格局
    3．嫘祖与蜀锦、蜀布
    4．巴寡妇清与巴蜀经济开发
    (三)关中政治核心影响下的三地文化格局
    1．秦晋方言与巴蜀一体
    2．蜀中文学与长安情结
    3．秦巴山地与道教文化
    4．《华阳国志》的秦巴一体观
    5．“蜀有相，巴有将”的文化格局
第二章  益州物繁——后天府时代(唐宋～清时期)
  第一节  三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逐粮东都”背景下西安的衰落
    1．唐末五代时期的严重萧条
    2．宋元时期的艰难恢复
    3．明清时期的缓陧发展
    (二)“扬一益二”背景下成都的繁荣
    1．唐宋时期的“天下繁侈”
    2．元明清时期的曲折进程
    (三)“舟楫旁午”背景下重庆的发展
    1．唐宋时期的初步发展
    2．元明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3．清代前期的“商贾辐辏之区”
  第二节  成都平原经济文化在中国西部领先地位的确立
    (一)成都平原领先地位下的三地政治格局
    1．控御“西南夷”的前方阵地
    2．幸蜀天府与战略后方
    3．宋金蒙战争中的川陕地位
    4．张献忠的川陕战争
    5．白莲教的川陕会盟
    (二)成都平原领先地位下的三地经济格局
    1．资济中国的四川盆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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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部东西交通主道峡路的形成
    3．“云乐”之乡的成都休闲文化
    (三)成都平原领先地位下的三地文化格局
    1．“自古词人多入蜀”与唐代巴蜀文化地位
    2．“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异乡”与宋代巴蜀文化地位
    3．“关学”与“蜀学”的理学情结
    4．“经商半是秦人集”与巴蜀秦陇移民文化
    5．“少不入川”与“老不入陕”的文化背景
第三章  巴渝舟楫——开埠时代(清后期～20世纪)
  第一节  三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地倾西北”背景下的西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1．清末西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2．民国时期西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3．新中国成立后西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名都乐园”背景下成都的政治经济文化
    (三)“三大机遇”背景下的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的崛起
    1．重庆开埠——初步形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近代文化中心
    2．抗战陪都——全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三线建设——重庆工业门类逐渐完备
  第二节  近代重庆现代化进程对中国西部的影响过程
    (一)重庆引领现代化背景下的三地政治格局
    1．重庆开埠后西方政治文明对成都、西安的影响
    2．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西部战略
    3．战时首都寻建反映的西部政治格局
    4．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与建国初期西部政治格局
    5．三线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三地战略布局
    6．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南”、“西北”战略选择
    (二)重庆引领现代化背景下的三地经济格局
    1．重庆开埠后重庆近代经济对西部的辐射
    2．陪都计划下的西京经济社会发展
    3．陪都背景下的重庆、成都大后方地位的确立
    4．国民党政权最后的经营对重庆的影响
    5．三线建设对四川盆地经济地位的影响
    6．“重庆制造”对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部经济的影响
    (三)重庆引领现代化背景下的三地文化格局
    1．重庆开埠及其对重庆、成都、西安三地文化格局的影响
    2．抗战大后方文化对重庆、成都、西安三地文化格局的影响
    3．20世纪后半叶的重庆、成都、西安三地文化格局
第四章  西部三角——直辖时代(1997年至今)
  第一节  西部新的经济文化“西三角”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一)自然相补：资源环境“西三角”
    (二)政治相依：政治军事“西三角”
    (三)经济相通：经济交通“西三角”
    (四)文化相融：社会文化“西三角”
  第二节  国家平衡发展战略下西部新一轮大开发的新构建
    (一)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建立到新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
    (二)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建立与中国整体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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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期待辉煌的轮回
后记  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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