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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载盛世

序一

马西林 黄植培

张棍，美丽可爱。祁连山绵延屹立南部，合黎山起伏横亘北漠，焉支山

酷似一颗晶莹璀垛的绿宝石，镶嵌在走廊中部。 南北两山之间的乎原，广

哀而肥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 一 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山腹蕴藏矿产资

源，山麓密布森林植被；群峰积雪，万是流水，滋润着宜耕宜牧的丰饶之

乡。 辽阔的绿洲，河渠纵横，五谷丰登，六富兴旺，林木葱芜，花果争蜻；文

物古迹古朴典雅，汉明长城、故坛1日址、寺庙碑塔、烽；峰墓群、文物遗产，构

成绚丽多彩的文化精萃。 这里，还有驰名中外的山升牧场，闻名退边的甘

州泉城，斐卢各地的土特名产，放具特色的旅游景点，被古今迁客骚人眷

为
“ 塞上江南

”

。

张掖，历史悠久 d 五千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建家园；西

汉元鼎六年，“张掖郡 ” 正式在祖国的版图上树名立位。 此后 一 直是社会

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上演着一 幕幕彪炳青史的活剧。 这里曾是北凉国的

国都、行都司的苦府、廿肃行省的省会、历朝诸代设州盖府的治所，更是

丝绸之路的重镇 俨 夏禹导弱水于合黎，西汉张2号 出使西域，在去病策马在



战，北凉沮渠蒙逊征东战西，隋炀帝举行万国博览会，唐玄绽印度取 经，

西夏王攻占甘州，成吉思汗戍守张掖；李先念、徐向前带领红西路军血战

河西，董振堂、杨克明壮烈捐躯高台，王震、许光达将军会师张掖域……

写下了一页页名垂千古的壮丽诗篇！许多历史人物在张掖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足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张掖数千年的社会演进中，驶勇善战

的古代民族和聪慧睿达的现代人民，致力于屯垦戍边、开发造化，笃志于物

质建设、文明进步，献身于民族利益，既创建了一个灿烂的文明社会，又造

就了一个恢宏的物质家园。

张掖，前景似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夏大地重振乾坤。张掖地

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发扬艰苦

奋斗的创业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

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全区人民锐

意改革，奋力拼搏，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会、经济各条战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林水牧全面发展，成为甘肃省重要的粮油生产

基地。 农业连续20年稳产高产，畜牧业持续不断发展广大，林果业逐年增

产提效；科教文卫事业蒸蒸日上；城乡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6个县市基本实现或正在奔向小康。当今，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张掖，正在

昂首阔步地走向21世纪。 从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

西移，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关注张掖地区，曾先后多次来这里视察。1992

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张掖

时，欣然题词 “金张掖”。

这部《张掖地区志》，是百余修志淘金者从“ 弱水流沙”中淘洗出来的一

袋 “ 黄金 ”。他们发奋苦战，披沙拣金，铸就此著，可庆可贺！

过去的历史，漫长、曲折、艰辛，历经沧桑；未来的征程，道远、任重、艰

巨，前景似锦。 愿全区人民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尽忠竭智，众志成城，把伟

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腾跃于繁荣昌盛的新天地，在张掖未来的建设宏图上谱

写出更佳、更美的新篇章！

一九九八年十月

（阜者琦中共张披也要书记；张拔地区行政＆署专员）

吨，“



信史永存

梁国安

1芋 二二

李龙海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张报历史土代 有著述，典籍丰博。

《明史》 等载张掖古籍 志来有《陕西行都司志》《甘州卫志》《甘州纪变》

《治甘:J'l·] -i己》和《张掖志》等。 这些方志 虽为张报最早的稀世珍籍，然已消

失人间，今供无存。 流传至今的旧志尚有〔清〕顺治《重刊甘镇志》、乾隆

《甘州府志》、道光《山丹县志》和民国时期 的高台、临泽、张掖、东乐、民

乐 县志。由于多种原因，历代张掖的丈书档案已荡然无存，幸存至今的文

史专著，惟有仅见的这几部旧方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兴旺，盛世修志。我区近年相继新编出版

了各县、市志和一批专业志、部门志，可谓 “ 县市有志，志载古今，囊括百

科，博事共鉴
” 。

“地区 ” 一级的行政建制，从〔西汉〕始设 “ 张掖郡 ” 就已有之 两千多

年来，郡、州、路、镇、府、行政督察区和分区、专区、地区，虽称谓不同 ， 但

其 “ 上隶省，下辖岳 ” 的关系与职能基本相同 这就是说，县委修志，地区

也应修志。〔清〕J顿治十四年修成《重刊甘镇志》 ，乾隆四十四年修成《甘

州府志〉、迄今时逾 219 年清朝中后期、中华民国时期，追至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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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近 50 年的两个多世纪肉，地区级无志可言，志乘断代。 在这漫长的跨
越时空里，在此若大的区域历史上，文字稽考处于阙如，成为空白。 从延

续历史的角度看，地区修志，已为当务之急。
当代 “ 地区 ” 建制，名为省上的派出机构，实为省辖 一 地统管各 县

（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督导中心；对辖县的管理职能，与实行市（州）管县
体制的市（州）具有相应的职能，也是一 级行政实体。 从整体反块全区地

情的需要看，地区也必须修志。
1994 年 4 月，时任中共张掖地委书记马西林，基于上述考虑，提议编

修一部《张掖地区志》。 此举先提交地直各主管部门负责人讨论同意，后

提请地委、行署研究决定。 尔后，成立机构，发布方案，拟发纲目，制订规

则，编印手册，培训！人员。 整个编慕实行“ 二级承包，一笔统稿，最后总

暴 ”。 即： 1994 年 7 月，地区志编委会与 70 个承编单位签订责任书；1995

年 7 月，总暴与 10 个分编主编签订责任书；在承编单位与分编主编相继

完成初稿的基础上，由常务副总慕统盘辑稿。 志稿经编委会初审，地委、

行署复审，省地方史志编委会终审。
新编地区志，载文 430 余万字，含辛茹苦．蔚为大观。 这部巨著凝聚

了 70 个承编单位 240 多位撰稿人的劳动成果，倾注了 10 余位分编与主

编者的心血。 它是众手成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各方支持、通力合作的

结果。 当值垂誉！
《张掖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
笔直书的撰志要求， 全面记 述了张掖地区上下几千年的自然与社会，特

别是 1949～1995 年共和国建立以来 46 年各项事业发展的成就、经验、教

训，融史地风物为一体，芸图表志传于一 集，是全面反映张掖全区综合地

情的 “ 博物之书”。 志书编慕，基本做到观点正确，结构合理，体例得当，
资料翔实，文字精炼，文约事丰，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 尽管尚有

很多不妥和不足，期待贤明教正，但从资料的广度和深度而视，仍可堪称
“ 传世之作，千古要籍 ”。

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 《张掖地区志》

发行社会后，必将产生 “资治、教化、存史”之功效。 愿信史永存！

- 4 -

一九九八年十月
（患者琦中共张拔地要副书记、张拉地区志摘要会主任；

中共张拔地-t--l-员、秘书长、她dl志总篡）



志留千古

田宝忠

序三

何振中

“历史长河一面镜，社会百科集方志“ ”通合远近、综述上下，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的《张掖地区志》．在房、中共张报地委、张报地区行政公署的高度重视和

人大、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地区志编委会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充分发挥全体修

志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专业才干，一拟纲目，历经三审，十余皮寒暑，终成其

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也

这是一部载籍丰博的地方志来 编慕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立足当代、略古详今的原则，在继

承传统1日方志长处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外地新方志的经栓，注重突出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以 通俗易懂、简明朴实的语
体丈记录了张掖自西汉建郡以来到1995年两千多年的自然全貌、 历史沿革、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族人口、杰出人物等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志设 10 编、81

幸、478 节，总量 430 多万字。 志书结构本着先自然、后经济、再社会的程序，横

排纵列．浑然一体，首冠《概述》，统以全志总纲；次为《大事记》，安 以 全志之经：
中为行业分绢，门别类析，威 以全志之纬；后缀I文录》，续以全志之尾d 前后左

右，经纬交错，首尾贯通i篇章节目绊次榨比，环环相扣，体现了志书横排的有

序性和纵辖的层次性。 内容涉及经、政、文、社、史诸领域，既记纵向的世世代

，
、d



代，又述横向的方方面面。此书是一部包蕴宏富、务实存真的地情全书。
这也是一部通古贯今的一 方全史。 张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两千多年，有文

物可证的历史四千多年，悠约五千年上下。 而数千年幸存史籍，仅为〔清〕顺治
《重刊甘镇志》和乾隆《甘州府志》，此虽属善本珍籍，但所载述史实却非 “朝朝相
继 ” ，而是“代有所缺”，也非 “百科全书”，而是“侧有所记”。《镇志》专载明朝九边
戍镇之一的“甘肃镇”镇辖地域，《府志》限于清朝中期的州辖范围。而《张掖地区
志》以记述近现代为主、承载历代为辅的方法，立足当代 全区地、县（市）各条战
线、各行各业，着眼〔西汉〕张掖建郡以来历朝诸代国都省会、设州置府、建镇立
司、易制移治的厚重历史资料，承前启后，绵延古今。 这里可看到张掖先秦畜牧
业的萌芽，两汉、魏晋农业的开发，唐至明朝畜牧业的发展，近现代农林水牧的
变化，也看到当代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腾飞、人民康泰、社会进步、文化繁荣、
科教振兴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
离不开人的活动，地区志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全志专设一编《人物》，收录了张掖
两千多年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涌现出的五千多名典型人物。
收录范围体现了以本地为重点、近现代为主、人民大众为主的原则，载录体例或
立传，或入录，或列表，收有所稽。人物酷似血脉，渗透于人体各部位、各细胞，养
育着整个肌体，使张掖历史“有筋、有骨、有肉 ”，从而看出历史与现状有物、有
事、有人，人的活动贯穿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

这还是一部价值珍贵的科学文献。 志之重要，首先在于资料；据实载述，关
键在于资料。地区志的编者们，前瞻后顾，着眼实用，资料采集狠下功夫，上至天
文，下迄地理，既涉自然，又及社会，纵述历史，横陈百科，万事尽录，体现了志书
范围的区域性，内容的广泛性，时代的连续性，资料的原始性，具有一 定的科学
性。所录文献资料做到了搜集时广征博采，务必其全；鉴别时反复考证，务求其
真；筛选时去粗取精，务得其要；使用时精益求精，务述其当的要求，全面、真实、
系统地吸收和记载了张掖地区的地情、史情、社情、人情、文情。全书上承府镇志
精华，下纳县市志卓著，答萃四方举要，暴辑古今文献，网络周全，储备宏富。纵
观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地区志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与留下了 一 部鉴古
知今、承前启后的综合性史志著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代在不断前进，历史在持续发展。共和国成
立以来，张掖行政建制由省上派驻“区” 演绎了五十三年之后，为适应新的历史
时期的需要，2002年已 “撤区建市 ”。 地区志作为前史缩影传承于后世，以垂久
远，明鉴得失。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张掖人民定将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更加辉
煌的历史，谱写更加壮丽动人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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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 O五年八月
（阜者琦中共张推常委书记；张拔常常在）



例凡

一、指导思想首编《张掖地区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述张掖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张掖地区总

体地，情与特色。

二、志书断限全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 上溯远古，以有史

载为始，不谋划一；下限断至公元1995年底，个别事物视情延后。

三、结构体例结构为编、章、节、自四级体式，必要时 亦设于目。事以类

分，横排竖写。 突出重点、分编组合。 采用边、记、志、传、圈、哀、录等综合体

裁。 以志为主，图表为辅，文、图、农结合。 卷首设序，志后殿记。

四、记事要求大事记内容，是全区历史上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等方面的大事、要事。自然方面的重大事件记于《地，理》编。记述以编年体

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人物收录《人物编》分侍、录、在三部分。立传人物多为对张掖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大 贡献和有深远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 事迹3在彰

著、但不宜立侍者，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给予记述。 立侍者以本籍为主、

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以生年或卒年为序排列。入录人物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简称 “ 共和国”）成立以来本区党、政、军各条战线为社会做出突出贡

献、有较大影响的在世人物。有一定造诣的专业人员以文记事。，l表人物为

红西路军流落战士、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副高以上知识分子、省部

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张掖籍副地，级以上干部等。

六、文体文字 志书文体一律为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体。 文风力求

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文约事丰。 文字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但引用

古籍原文时，个别有特定含义的亦用繁体字。科技、专用术语、名称、名词均

经专业部门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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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纪年称谓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的 历史年代一律为朝代纪年括注公

元，纪，年， 朝代年、月、日为汉字小写，公元，年为阿拉伯数字； 中华民国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每章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后不再注（民国纪，年加11即为

公元，纪年）；1949年以后统一 用公元，纪年。 志内记事， 汉字小写表示农历纪

年， 阿拉伯数字表示 公元，纪，年。无论历朝或当 代 的一切团体、机构、官职、爵

位、职衔等，均以当时的称谓为准。凡“ 解放前、后” 或“ 新中国成立前、后” 俱

以“ 共和国成立前、后”称之 。

八、朝代标哥 为 了阅读方便，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 ” ）及其以前的各朝

之称，皆以六角括号标示 ，如〔汉〕或〔西汉〕〔唐〕〔宋〕〔元， 〕〔明〕〔清 〕〔民国 〕

等。 带 “朝” 字不标，如隋朝。

九、 计量单位凡涉及的 计量单位，1949年9 月30日前的货币和度量

衡单位， 一 般按当时的 原 单位名称书写，并酌情换算为现 行的 法定计量单

位；1949年10 月1日后的 以1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的《计量法实施，

细则》为准。

十、地名书写 古地名按当时的称谓书写； 今地名 以1982年地名普查

后的 标准名称书写。同 一 地方古今名称不同时在古地，名 后括注今地，名。说

称地名按地方志原称写。

＋一、鼓宇运用统计数字以地区历年统计部门发布的 为准，个别数字

采用业务单位的核实数。 凡表示数量、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

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及几分之 几则用汉字小写。

＋二、资料考证入志资料来自各种档案、志书、报刊、文献资料。 个别

记述采纳多方调研确认的可靠口碑。各种资料都经过考证鉴别 ，翔实可靠。

十三、志载地域志内所记地理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 为反映历

史全貌，本区未设地区级建制时期 的县情由本区记述，如中华民国时期第

六行政督察区所辖山丹、民乐、张掖县，第七行政督察区所辖临泽、高台县；

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武威专区管辖的山丹、民乐、张掖县，酒泉专区管辖

的 临泽、高台县。1955年至1961年张掖 大专区，只综合记述今张掖地区辖

属的 6 县（市） ；个别数据难以区分者， 以大专区记述。

十四、附录文献丈录史料维持原貌，未作文字改动；对原件明显的个

别错、漏、衍、倒字作了订正； 文言文标点断句；个别古文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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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兵怀

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肃南裕回族青

年代表索彩英 ( 1964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张掖视察（ ii 二为中

共张掖地委书记王化成） ( l 985年8月2日）

也

·J� .J;夜.ltk I沃 ，ι
’1111、CYF Ill ‘Jl, 7HI 

周恩求总理在北京接见肃南非谷罔

族文艺工作者安玉奋 ( 1964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 、 中央车

委主席江泽民视察张掖时题词（左为中

共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

( 199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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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

肃南必回族自治县考察 (1989年9 月 14日） 员会书记乔石视察张拔时看望甘溪乡这展

村移民（右二为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

( 1989年9月15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视察张掖大佛寺 全国人大常委会创委员长黄华视察山丹艾黎

( 1992年7 月 15日） 梢’曾文物陈列馆 (1992年8 月 26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考察山升 全国人 大 常委会如i委员长李锡铭考察张扳

( 1992年9 月 15日） 时与农民交谈 (1993年7 月 3日）

毕～吵主兰）感之～毯L毯＠＿＿＿＿，，您立－－（嗡L～惑之…



亲如果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视察

张掖时瞻仰高台烈士改罔

( L993年7月12 El ) 

卢卢J’l

�－－吨‘ 雪花.,...,_.p, 
�－ ＜己

飞

－ ’飞主7

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在宋乎视察张掖市

�宁村 (1993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

视察肃南县＇ （左为中共张掖地委书记马西林）

1� Mi .J:t.!!. I泛 ，ι
LHA＇、cγt口Z QU71ll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豆豆考察肃南裕

因族自治县

( 1993年7月23 日）

国务委员彭佩云考察高台县令黎乡计划生

育工作 ( 1994年8月12 日）

全！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林考察临泽

县农村 (1995年7 月）

企二金二也Y二般二愈二仓二二也 1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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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副主席朱德于 1957 年在北京为红西路

军高台烈士陵园题词（还是是 “烈士陵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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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

于 1957 年在北京为红西路军高台烈士陵园题坷

1-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于 1957 年为红西路率高台烈士使国题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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