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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酒泉人口史》书中的“全市”指酒泉市所辖的肃州区、玉
门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 “全区”指 2002 年 9 月撤地设市前酒泉地区所辖的
酒泉市( 县级市，2002 年改为肃州区) 、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
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西县
2006 年 8 月更名为瓜州县。

二、本书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2010 年，部分数据延至
2011 年。

三、本书 1912 年至 1955 年 10 月的人口记述范围不包含高
台县。

四、本书纪年: 1912 年以前采用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扩注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1912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采用
民国纪年，扩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1949 年 10 月以
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行政区域、机构、职官、会议、地名等均用当时称谓，古今
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名。人物直书其名。各种机构、部门、社
会团体、政治运动等，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用
简称。

六、本书数字使用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单位，1949 年前依历史惯例，原
则上不做换算; 1949 年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规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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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酒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新石器时代
酒泉农业形成以后，世世代代的酒泉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
上辛勤耕耘，创造了一部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史。

纵观酒泉农业发展史，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
一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织发展。
酒泉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宜耕、宜牧，农牧

兼营的农业经济结构，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统治地位
和主体的变化，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主导格局也在不断变
化，“各领风骚”若干年。但这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一直同时
存在，交织发展。新石器时期酒泉农业文明形成后，一直
保持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发展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气
温的持续降低，原住人口的大量东迁，月氏、乌孙等游牧民
族的大量迁入，酒泉农业转变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
态。西汉王朝统辖酒泉后，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迁中
原数十万人来酒泉进行农业开发，汉民族农耕人口迅速成
为主体，酒泉农业又转到了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此后，
酒泉农业一直保持着以种植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经济形
态。吐蕃统治时期、甘州回鹘统治时期、西夏统治时期、蒙
元统治时期以及清朝统治时期，尽管统治民族变为游牧民
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发生过激烈交锋，但酒泉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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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依然是农耕民族，种植业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动摇，
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与移民文明逐渐融
合，共同发展。

二是移民屯田贯穿酒泉农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
酒泉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进行过移民屯田。每次

大规模的移民屯田，都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西汉时期大
规模的移民屯田，掀起了酒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开发高
潮，促成了酒泉农业的第一次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
元、明、清各代，酒泉农业的大发展，都是伴随着移民屯田
而实现的。每个历史时期，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损减，屯
田的废弃，酒泉农业就会进入衰落期。

三是水利的兴衰决定着农业的成败。
酒泉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境内年降水量只有

42． 4 ～ 87． 8 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 2005． 2 ～ 3523． 9 毫米，
绿洲水源补给和农业生产完全依赖祁连山冰雪融化。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祁连山冰川，就没有酒泉绿洲; 没有
水利，就没有酒泉农业。敦煌遗书 S． 5894《渠规残卷》曾记
载:“本地，水是人之血脉。”水利兴则粮仓盈，水利兴则百
业兴。为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建设了大批
水利工程，形成了完备的水利体系和水利管理体制。这些
水利设施，是酒泉灌溉农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条件。

四是科学技术始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农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农业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的过程。酒泉历史上每一次农业的大发展，都是
伴随着农业科技的大飞跃而实现的。诸如西汉、唐代、清
代以及新中国等农业的大发展，都是农业先进生产工具、
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大量引进、推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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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是指传统的种
植业; 广义的农业，则是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水利、林
业、渔业的大农业。《酒泉农业史》立足于广义的大农业，
全面论述了自农业起源到 2010 年，酒泉各个历史时期农业
的演变历程、发展规律及其成因，是酒泉有史以来的第一
部农业史专著。相信本书一定能对认识酒泉农业发展的
规律、推动酒泉农业持续发展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都伟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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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酒泉农业

酒泉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远古时期，酒泉人类经历了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漫长
的原始农业的演变过程。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酒泉
人类进入了农业文明社会。夏商西周时期，酒泉以种植业为主
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主体人口和
气候变化，酒泉经历了由以种植业为主向畜牧业为主的经济
转型。

第一节 农业的起源

一、原始农业的演变

农业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人类几百万年
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以采集渔猎为生，这种为谋取人类生存
所必需的食物而进行的活动，便是广义的原始农业。而严格意
义上的农业，则是从种植业和养畜业的出现开始的，只有 1 万年
左右的历史。当然，农业的起源并非是一种人类所能预见的过
程和向往的目标，也非某些先知人物的发明和发现。它是在人
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调的压力下，人
类改造生存环境的结果。

广义的农业起源于荒远的太古时代。由于没有文字记载，
我们只能从古代神话传说和考古挖掘发现中寻找其演变踪迹。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树上栖宿，以采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