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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陇西旅游导游解说词

这几年，作为陇西旅游系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一直想

编写一本陇西旅游景点导游解说词，一是对仁寿山公园、李

家龙宫、威远楼等一些景点的讲解有统一规范的愿望。常言

说得好，景点好不好，文化深不深，山川美不美，全靠导游

一张嘴。也有人说导游是一个地方的“形象大使”。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导游对一个地方的旅游景点以及经济文化的宣

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当好一名导游，除应具备良好的

服务意识和过硬的业务素质外，娴熟生动的讲解技巧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面，这本书只能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历史、人文、

民俗等方面的知识。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因为好的导游讲解

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仅有参考之助。二是想体现一点

历史味道，陇西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但旅游历史文化

的研究开发方面底气十分不足，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

度，想挖掘、研究、整理一下陇西的历史和民俗文化，力争

有一个较大突破。三是想通过导游词的形式，把知识融于趣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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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古今 荩

味和通俗之中，达到宣传陇西的效果。只因陇西的历史文化

底蕴太厚重了，而遗留下来的资料非常匮乏，我的文史知识

又很少，编撰一本经得起考验的解说词，需查阅大量的历史

资料，走访众多的专家学者，了解百姓中丰富的民俗文化。

这几年来，一直在学习着、研究着、积累着，终于完成了这

本解说词，但还是存在着很多不足，尚需修改和完善。在本

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定西市政府黄爱菊副市长、定西市

旅游局陆文军局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 者

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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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陇西旅游导游解说词

今天的陇西上古时期叫成纪地①。今陇西地方最早建立的
县一级行政组织——— 道②,其故城在今陇西以东渭河北岸三台
村。陇西之名，始于周赧王三十五年 （公元前 280年） ③。此
陇西之名，泛指地区而言,非行政组织名称。周赧王四十三年
（公元前 272年） ,秦灭义渠戎，设陇西、北地郡④，是陇西建
郡之始。秦始皇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
前 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到四十郡，将所辖黄河
以东及陇山以西之地设陇西、北地二郡，陇西郡治狄道(今临
洮县东南)⑤。
汉代，实行州、郡、县三级制，陇西郡属凉州刺史部辖

领，郡治狄道。但分 道，辖地设襄武、首阳二县（今陇西县
城北关和首阳镇）。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年），分陇西
郡地增置天水郡，郡治平襄 （今通渭县地），原有 道划归天
水郡，而襄武、首阳仍隶属陇西郡。王莽时，陇西郡改称厌戎
郡。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 74年），天水郡更名汉阳郡，
郡治由平襄郡移治翼县 （今甘谷县）。安帝永初四年 （公元
110年），因羌乱徙金城郡于襄武⑥。永初五年（111年），因羌

陇西行政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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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古今 荩

人多次起义，兵入狄道，便移陇西郡治于襄武县（今陇西县），
又于 124年还治狄道。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 188年),又分汉
阳地置南安郡，郡治在 道，此为陇西县地置郡之始。至魏文
帝黄初元年（220年），陇西郡治由狄道移襄武 （今陇西县），
当时在今陇西县境设有陇西、南安二郡。北魏永安三年（530
年），置渭州，治襄武县，因渭水而得名，辖有陇西、南安阳
（原南安郡）、广宁 （今渭源县境内） 三郡。隋文帝开皇三年
（公元 583年），罢郡为州，实行州、县二级制，废除陇西、南
安郡名，改设渭州，州治襄武。开皇十年改渭州所辖武阳县为
陇西县，为陇西置县之始，县境为 道辖地，非今日之陇西县
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年），罢州为郡，废渭州，恢
复陇西郡名，郡治襄武，辖领原陇西、南安二郡地。此时，陇
西之名有上下两级建制，即陇西郡和陇西县。
唐初，废郡为州，实行府、州、县三级制。高祖武德元年

（公元 618 年） 改陇西郡为渭州，隶秦州总管府 （府治上邽，
即今天水）。太宗贞观初（636年），划全国为十道六百三十四
府，实行道、州、县三级制，渭州属陇右道辖领。贞观十四年
（公元 640年），上柱国公汪达镇守陇右，徙筑襄武于今陇西县
城⑦。唐玄宗李隆基于公元 713年又将全国分为十五道，并将
陇右道从渭州（今陇西县地） 移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地⑧）。
安史之乱后，吐蕃兴起，陇西郡地陷没于吐蕃达九十年之久。
宣宗时收复，并恢复渭州、陇西、襄武建置。此时陇右一带的
吐蕃族虽属于唐，而唐王朝却无力统治，只能笼络而已，此种
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末。自哀帝四年（公元 907年） 唐亡后，陇
右诸地又陷吐蕃达五十余年，此后除陇西县在宋时恢复建置
外，其陇西郡和襄武县再不见于史册。
襄武自公元前二世纪建县以来，历一千一百多年至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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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陇西旅游导游解说词

为历代王朝县一级组织，陇西郡自魏初由狄道移治襄武后，直
到唐朝灭亡，郡名虽有郡、州之更改，但设在今陇西境高于县
一级行政建置的陇西郡和南安郡却达数百年之久。
宋初，西北地区仍被吐蕃和西夏占据，至宋仁宗时，陇西

始为宋有。景祐二年 （公元 1035 年） 设古渭州⑨。皇祐四年
（公元 1052年） 改古渭州地为“古渭寨”。由于古渭寨在军事
上可控制洮、岷、狄、河各地，在商业上又是与西夏及西域各
国的贸易城市，所以在神宗熙宁五年（公元 1072年） 升古渭
寨为通远军⑩。宋哲宗元祐间，在古渭寨 （即今陇西县城） 新
设陇西县。后历金、元、明、清及民国一直沿用至今，达六百
余年，辖地虽有大小变迁，但县名县治不曾有变，逾 930年。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 1104年），因叠州蕃部降宋，通远

军裁撤而升为巩州輥輯訛，州治陇西县，是为陇西称巩之始。南宋
时期，陇西是宋、金、西夏及蒙古等的纷争地区，高宗绍兴
间，陇西为金所据，因军事需要，陇西设巩州通远军，后升为
巩州通远军节镇，设通远军节度使兼管州事。宋理宗绍定三
年，金哀宗正大七年（公元 1230年），在巩州通远军节镇又设
巩昌府和陕西路巩昌总帅府輥輰訛，此为巩昌得名之始。金哀宗正
大八年又设巩昌行省輥輱訛。在金行将灭亡之际，曾打算由蔡州
（河南汝阳） 迁都巩昌，因巩昌便宜都总帅汪世显于宋理宗端
平二年（公元 1235年） 降蒙古,巩昌遂为元朝所有。
元朝实行省、路、府、州、县五级制，改巩昌府为巩昌

路，设便宜都总帅府（后改为巩昌路总帅府，旋又恢复）。在
开设巩昌路总帅府时，仍设有巩昌府。总帅府和巩昌府均治今
陇西。另外，在监察制方面，巩昌还设有提刑按察司。
明朝建立后，仍袭元制，实行省、府、州、县四级制。明

初仍设巩昌府和陇西县，府治陇西，辖秦州（今天水）、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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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古今 荩

（今武都）、徽州 （今徽县） 三州十四县。另外，还有司道之
设，此种司道和监察制度方的司道同时并行。陕西布政司设陇
右分守道治陇西，陕西按察司设陇右分巡道治秦州。在军事方
面设巩昌卫，辖有五千户所。由此得知明代陇西地方在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
清朝统一后，实行省、府、州、县四级制，陇西仍沿明制

设巩昌府，属陕西布政司。康熙三年（公元 1664年），陕西右
布政司移设在陇西，辖领巩昌等四府三州二十八县。陕西按察
司增设按察使亦驻陇西。康熙七年 （公元 1668 年），陕甘分
省，巩昌布政司移治兰州，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同时巩昌按察
司也移驻兰州。从此，甘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由陇
西移到了兰州。
民国成立，废府、州，实行省、道、县三级制。今陇西地

区自公元三世纪魏初以来的一千七百余年中，历代都设有高于
县一级的行政建置组织，此时随着巩昌府的撤销而结束。
今天的陇西县地域内历史上行政建制曾有：陇西郡、厌戎

郡、南安郡和金城郡，渭州、古渭州、古渭寨、陇右道、巩
州、巩州通远军、巩州通远军节镇、巩昌府、陕西巩昌路总帅
府、巩昌行省、陕西右布政司、巩昌提刑按察司、巩昌布政司
及 道县、襄武县、陇西县、首阳县、武阳县、桓道县、兰干
县、兰盾县、中陶县和内陶县。

注释：

①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简称《禹贡》，目前多数
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的著作 ，约成书于公元前 5—前 3 世纪。
《禹贡》一书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
州。 今陇西属雍州，叫成纪。 《陇西府志》、《清康熙宁远县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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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陇西旅游导游解说词

二》记载：“皇古，上自鸟鼠渭水界，下止汧陇皆成纪地”。 因此有
陇西成纪、静宁成纪、秦安成纪和天水成纪之分。

②《甘宁青史略》载：周安王十八年，秦献公元年，秦灭狄、
戎“于是置狄道、 道二邑”,是陇西地方建立县一级行政组织之
始。

③《史记·秦本纪》载：秦 “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黔中，拔
之”

④《史记·匈奴传》、《汉书·匈奴传》
⑤乾隆《陇西县志》称：“始皇罢（诸）侯，置陇西郡于天水”。

陇西郡治天水之说查无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甘肃地理沿革
图表》等书，均谓郡治狄道。

⑥《后汉书·光武纪》载：安帝永初三年，先零羌叛，道骑都尉
任尚征讨,战争累败，第二年四月，移金城郡于襄武。

⑦隆乾《陇西县志》载：贞观十四年越国汪华子，袭封上柱国
越国公汪达，镇守陇右徙筑今城，顺川之势，以隅为四正，谚云
“先有汪家人，后有巩昌城”。

⑧《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载：陇右道为贞观十道，开元十五
道之一。 开元后移治鄯州。

⑨宋设古渭州，是别于唐末侨设于今平凉的“渭州”而言。
⑩据《宋史·职官志》载：州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由于军事上

需要而设立者称“军”，不称州，通远军是控制洮、岷、狄、河一带
而设立的军事兼地方行政建置。
輥輯訛按通远军升巩州，实将通远军改为巩州，其知州的任用，

则为阶衔较高的官员，此为官级之升，非地方建制之升。
輥輰訛《金史·完颜仲德传》，钱大昕《养斋录》谓：正大六年移至

巩昌府兼行元帅府事。
輥輱訛《完颜仲德传》称：完颜仲德，正大八年四月，授巩昌行省

及虎符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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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县情简介

在漫漫的丝绸古道上，从十一朝古都陕西西安出发，沿着
陇海铁路线西行，经宝鸡，穿秦岭，过天水，行程约四百公
里，便到达甘肃中部的重镇———陇西。甘肃省简称“陇”，陇
字的左半部分“阝”《辞海》 上解释同“邑”，是居住人的地
方，“阝”和“龙”组合起来，便是龙居住的地方。古陇西郡
是甘肃省最早的省会城市，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出了不少帝王将相和伟人。 《资治通鉴》 记载：“是时中
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九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
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一）

陇西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定西市中部，渭河上游，东接
武山县，西邻渭源县、安定区，南连漳县，北靠通渭县，东西
长 52 公里，南北宽 46公里，总面积 2408平方公里。辖 9个
镇，8个乡，总人口约 50 万人，居住着汉、回等 12 个民族。
全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海拔 1612～2778 米，构成南山、
城川、北山三块条状狭长地带，北山为黄土梁峁沟壑区，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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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渭河河谷平原，南山为中低丘陵。全县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多属温和半干旱区，年平均气温 7.7℃，日照时数 2254.2
小时，降雨量 436.6 毫米，无霜期 155 天,适宜药材、洋芋、
食用菌、大葱、大麻、胡麻、油菜、小麦、扁豆等多种农作物
生长。森林覆盖率 8.6%。
陇西因在陇山以西而得名，自古为“四塞之国”，是丝绸

南路的军事和战略重镇，兵家必争之地。远在史前时期，先民
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秦
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272 年)灭义渠戎始设陇西郡，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陇西郡为其中之一。东汉末
年，陇西郡治由狄道移治今陇西县，后设渭州、巩昌路便宜都
总帅府、巩昌布政使司、陇西郡、南安郡、金城郡、巩州、通
远军节镇、巩昌府，至民国初年撤巩昌府，陕甘分省后，甘肃
巡抚也曾驻节陇西。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数代变
迁，陇西曾是郡、州、府治所在地，为西陲政治、军事、文化
中心。古代的甘肃称“陇西”或“陇右”，甘肃又简称“陇”。
现代的甘肃人总是喜欢把这片生活的热土称为“陇右大地”，
很多人都因在“陇上”走过而牵念眷恋着这片土地。张骞两次
出使西域、隋炀帝西巡、唐玄奘去天竺（今印度） 取经、文成
公主汉藏联姻等均涉足陇西。遗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如战国
秦长城、李家龙宫、五李亭、李贺墓及李贺南园、威远楼、保
昌楼、文峰塔等等。陇西这块土地以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彪炳华夏文明史册，又是天下李氏的“郡望”，同时是西北最
大的中药材信息、仓储、加工和交易中心，甘肃重要的铝工业
基地。
陇西经济有五大优势：
一是药材。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首阳镇为中心的红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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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河镇为中心的柴胡、以福星镇为中心的党参和板蓝根、以
菜子镇为中心的黄芩、以渭河沿川和南山二阴区为中心的种苗
繁育等五个中药材规模种植繁育基地，红黄芪、黄芪、党参、
当归等中药材素以质优量大走俏国内外市场，形成地方拳头产
品。陇西已成为西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中药材在全国市场
上的占有份额超过 10%，柴胡、大黄等中药材品种集散量占到
了全国市场的一半左右。特别是党参价格成为能够左右全国价
格的“晴雨表”。全国唯一的中药材专业种苗市场首阳“西部
中药材种苗市场”已建成运营。素有“天然仓库”之称，仓储
优势逐步显现，期货市场逐渐成熟。
二是铝工业。中铝公司西北铝加工分公司是全国三大综合

性铝加工厂之一，其电解铝液电磁铸轧生产毛化板箔材技术和
超高强、高精度铝合金管、棒材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多
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年产量达 7万吨。目前又开工建设
总投资 15.36亿元的 5万吨铝箔项目，预计 2009年底全面建
成投产。同时，该公司正在积极争取总投资 22.89 亿元的 20
万吨板带项目，已初步确定在陇西布建。东兴铝业公司陇西分
公司是国有中型一档企业，在整个西北地区的铝冶炼行业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年产量达 3.6万吨，目前也正在进行技改扩能
建设，三至五年内产量可达 25万吨。
三是电力。县域内有 1座 330千伏变电站，是西北电网枢

纽变电站，有 110千伏变电站 2座，35千伏农用变电站 7座，
电力总装机容量 401000千伏安，现年用电量仅为装机容量的
一半。架有 35千伏输电线路 7条、99公里，10千伏配电线路
1347.7公里，0.4千伏低压线路 2613公里，乡、村、户通电
率达到 100%。
四是交通。316国道和 209省干道在县境内通过，走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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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39 公里，贯通 4 个乡镇；有县乡公路 17 条，通车里程
322.6公里，乡乡通公路、村村通汽车。连霍国道主干道天定
高速公路全面开工建设，建成后区位优势将更趋明显。陇海铁
路纵贯东西，境内设 3个火车站，走行长度 75公里，并辟有
9条铁路专用线。公路、铁路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交通网络，成
为连接定西、天水、陇南、兰州等地市的交通枢纽，特别是
316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和陇海铁路在文峰镇交汇，使文峰镇
成为陇上重要的“旱码头”。
五是集信息流于一体的西北最大的进出口木材专业交易市

场。
陇西的土特产品金钱肉、口条、火腿被誉为“陇原三绝”；

腊羊肉、荞粉、腌驴肉、烧鸡粉被列为全省“名特小吃”。17
个名优农产品在国家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大白菜、青椒、甘
蓝、大葱、马铃薯通过无公害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党参、黄
芪、腊肉通过原产地标识认证，并被命名为中国“黄芪之乡”
和“腊肉之乡”。

（二）

要进一步了解陇西，就得从甘肃的由来谈起：
甘肃，古称“陇西”、“陇右”、“巩昌府”。战国时始置

“陇西郡”，郡治在狄道，就是现在的临洮县东南。东汉时陇西
郡从狄道移治现在的陇西县城。今陇西据 《陇西府志》 载此时
称成纪，西汉时在今甘肃静宁县西南，在南河西岸设立了成纪
县，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 移治今甘肃的秦安县西北三十
里的敬亲川，北宋又迁治甘肃天水市，当时叫上邽。所以有陇
西成纪和天水成纪之分。唐朝置“陇右道”，管辖现在的陇山
以西，青海湖以东，新疆东部及治鄯州（今青海乐都）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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