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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掖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 曾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留下许多重要历史印迹。 在历史的长河中，正是这些瞬

间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卷。 有鉴于此，以一种钩沉历

史的方式来追忆和再现张掖发展的历史图景， 就显得非常必

要，弥足珍贵。

新闻是时代的记录。 报纸在社会生活中同样承担着“鉴往

明今”的历史责任。 昨天的新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

是明天的历史。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张掖历史上的“今天”，发

挥“鉴往明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市政协二届常委会以全新

的理念、创新的思维，选取《记者笔下的张掖》为题，组织人力

搜集整理，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三届常委会在过去工作

的基础上，着眼于内容的广泛性、时代的连续性和资料的原始

性，按照求精、实用和图文并茂的要求，在结构体例上适当做

了调整，使重要事件俱全，务求真实。 通过全体编辑人员的共

同努力，终使该书臻于完善，付梓印刷。

《记者笔下的张掖》是近百年来张掖历史发展的见证。 就

本书而言， 上至 1936 年著名记者范长江来张掖采访， 下至

2012 年近 78年时光，收录资料涉及张掖新旧社会政治、经济、

民生、风物、人文的方方面面。 记者的报道如同一朵朵浪花，他

们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笔触，真切反映了人民

生活的具体细节，真实再现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折射出奔

涌向前的时代浪潮。虽时过境迁，读来却宛如昨日。在这里我们

触摸到了《民国往事》的凄楚、《风雨历程》的艰辛、《如歌岁月》

的欢愉……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鲜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记者

笔下历史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时代变迁的烙印历历再现。

阅读《记者笔下的张掖》，不仅在于品味书中的新闻作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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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把握要领，解读历史，读懂新闻背后的故事，历史

延续的新闻。 循着这样的思路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单个的一

则消息，不过是时空中忽现的一点光束，但却是构成历史事件

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多个元素的集结是历史的节点，殷实丰

满，鲜活生动。 张掖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年

来的巨大变迁，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当家做主，才能发展中国，才

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重新聆听久远的历史回声，回望壮阔的生活画卷，再

次真切感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更加坚定了我们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念，必将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高昂的激情，投身到张

掖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 为建设宜居宜游的金张掖

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笔下的张掖》史料翔实，共收集《甘肃民国日报》《甘

肃日报》及相关报刊宣传张掖的稿件 4000余篇，为本书的编辑

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此要感谢为张掖发展鼓与呼做出

贡献的新老新闻工作者们，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为世人留下了

极为可贵的文化积淀，成为我们编辑此书的源头活水。

纵观全书，结构合理，主题突出，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是

一部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资政意义的文集。 成书之际，市委书记

陈克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开堂、市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市长

黄泽元欣然题词，使本书大为增色，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并

向参与编辑工作付出辛劳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者笔下的张掖是美好的，未来的张掖将更加美好！

（作者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掖市委员会主席）



一、本书为政协文史资料。以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为指导，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遴选报道张掖的新闻稿件，全方位反映张掖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旨在存史资政。

二、本书资料收集范围。以《甘肃民国日报》和《甘肃日报》为主，力所能

及地涉猎中央报刊和其他省报记者、通讯员发表的有关张掖的新闻稿件及

署名文章。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涉及地方报刊。同时收集少量历史图片于

各章正文之前。

三、起止年限。公元 1936年著名记者范长江来张掖采风并发布新闻为

起始，下限为公元 2012年年底。个别栏目内容略有上溯或下延。

四、见诸报端的稿件内容，以本市现辖六县区为限。区划变更时期除市

（地）级之外其他县区资料不在收集之列。

五、凡收编本书的稿件均保持原貌，并在正文之后注明出处。《甘肃民

国日报》的稿件保留原报纸出版时间即民国纪年，不再变换公元纪年。为方

便阅读，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稿中的繁体字均改为法定的简化

字。从全书总体考虑，个别稿件略为改动，或有删节。

六、以事命题，叙事为主是本书的基本编辑体例。栏目设置以不同时期

的历史结点为轨迹，稿件编排以事物发端为先导，视内容穿插搭配，以充分

反映栏目主题。容量较大的栏目分上下篇编排。

七、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张掖视察的文字及图片排列以时间为序。

八、全书分上下两册，由三章形成。《民国往事》《风雨历程》两章为上

册，《如歌岁月》一章为下册。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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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民 国

往 事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著名记者

范长江取道青海从扁都口入境， 开始了

张掖的采风活动，并陆续发表沿途见闻，

拉开外界关注张掖的帷幕。 本章收录民

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36—1949）间

的新闻轶事。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

生，张掖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

腹，衣不遮体，地荒民逃，哀鸿遍野，是民

生的真实写照。 烟馆、当铺、妓院和高利

贷，成为榨取民脂民膏的社会毒瘤。国民

政府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败落，“金张掖”

破产，连《民国日报》的记者也为之唏嘘。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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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写 真

河西走廊掠影

走出祁连山

博望城四周本皆藏人牲畜地，因避汉、回人势力，故远避山中。此间夏日雨后，蘑菇甚

多，城内穷人多恃此为业。

景阳岭应为祁连正脊所在。俄博再过四五里，又翻一山梁，入扁都沟。梁上有“筹番

碑”，字迹已模糊不清，不知为何代遗物，大体为汉人兵力打败藏族的纪念。

扁都沟长八十里，绝无人家。我们走了一天，只有几个绕回到青海做棉花生意的，是我

们所见的唯一行人。路愈向北走愈低，因而显出山势愈高，道路尽随沟溪左右行，唐皇甫曾

有诗云：“塞路随河水，关城见柳条”，真算有经验的说法。因为边塞上的道路，大半顺着河水

走，有柳条的地方大半有关城。

扁都沟中行二三十里，始有小小的木本植物发现，如大梁、博望城等处，只有草，小树也

不见一株。博望城北有一夹硫黄质之煤层出现，扁都沟中西侧山崖上所露的煤层尤大。大

梁以后，打尖颇为麻烦，此带为草地，无柴可寻，水皆结冰，得水不易，我们在扁都沟走得饿

了，找了一个避风处打尖，水已坚冻。破冰无术，好不容易跑了一二里才在较薄的冰下得了

一小锅饮水，辛劳的征马望着我们的水喷气，那我们只好说“对不起”了。

马步芳和马仲英在扁都沟中打过一仗。这里的地形，如果从北往南攻，非常不易，只要

稍稍设防，欲由此路攻入青海，根本很少希望。

扁都沟走完，我们的视界立刻从祁连山中解放出来，丰沃平广的张掖盆地，披上无边的

雪景，村落、林木、溪流、牲畜、行人、炊烟……一一地进入我们的眼底，我们立刻感到人类社

会的再临，我们出了扁都口才算到了自己的“家乡”，穷荒绝地的祁连山里，真有把人退回到

千年前的凄凉！

出山口为炒面庄，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此间男女小孩十之八九无裤，成年妇女大半单

裤。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冷缩的模样。路旁间有大堡子，内中人们衣服比较完整，似为地主

之家。

计行一百三十里始达东乐县，东乐原名洪水，清顺治还是汉人和藏人相互做交易的官定

市场。洪水往东，紧靠祁连山北麓，有一片大草滩，直通凉州。清康熙时，青海藏族就以大草

滩为牧地，政府官吏力争不可，认为大草滩为武威、张掖要地，如果给了藏族，则藩篱已失，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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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决难安定，河西不保，西北难有安宁日子了。藏族领袖怀阿尔赖表示反对，他拔刀砍地说：

“前明汉江山，独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为？”他的意思是明朝汉族的江山，你们满族可

以取而代之，独我们藏族得这样一块小地方来牧畜，都不可能，那天又何必生我们藏族呢？

这是民族平等的呼声，这是少数民族的民族生存权的呼吁。像怀阿尔赖这样的思想，我想每

一个少数民族都是有的，造成这种思想的事实，如果不能铲除，民族间的关系，绝无圆满解决

之日。

东乐城内住户，恐难满两百户，穿城不过半里。我们黄昏始到，住关外一小客店中，店中

空无一物，连烤火的柴也得自己设法。最妙的是，店主人也感到燃料的恐慌，屡次来偷我们

的柴草，这是任何地方的旅店，所不易遇见的。

东乐至张掖尚有一百四十里，里度甚大，我们又不得不赶早登程，披星戴月，我思想的活

动，借马蹄的声响，节奏地开展起来。我的大藏马越走越有精神，在平地里骑马也比在山地

里要少操心些。所经过的集镇，都有“民药局”，就是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明明是卖毒物，而

硬名之曰“民药”，不问实际，只顾表面名称，这是传统的“秀才政治”的遗毒。

我们在一小镇打尖时，因为当天可以到张掖，所以吃不完的点心，都不愿再带走，以减轻

马匹的负担。我们给了一个农民一块极普通的糕饼，他不胜惊异地吃了一半之后，脸上充满

了新奇的感觉说：“老爷！这是什么？我从没有吃过！”此小镇之西，为五十里长之荒滩，无水

草人烟，名石岗墩，黄羊成群出现，但遇下马持枪之人，立即远逃无踪，记者屡屡以枪击之，无

一命中。

离张掖四十里处曰新沟，新沟以下，景象完全大变，崭新而整齐的村落，稠密的树林，熙

来攘往的人口，如网形散开的水渠，并不下于淮水流域的风光。将到张掖时，我们看见对面

来的牛车上载三个小女孩，五六岁光景，问之始知为某老爷新买的“丫头”，三个小人的代价，

共计十五元！张掖地方如此之富，而民生竟如此之穷，河西的情况，使我们感到怅然不释了。

“金张掖”的破产

每一个到西北游历的人，最容易听到本地人所谈的俗谚之中，总短不了“金张掖，银武

威，秦十万”这一条表示甘肃最富庶地区的语句。他们的意思是说：张掖、武威和天水（即秦

州）是甘肃省的富庶之地，特别是张掖，要算第一。

从历史上看，张掖在西北民族关系上，也曾有过重要地位。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突厥

族匈奴占领的地方。汉武帝时，霍去病赶走了祁连山北的匈奴，汉民族才扩张到弱水流域

来，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把这些地方改为内地。张掖一郡，特别重要。取名“张

掖”的意思，是“张”中国之“掖”，西通西域，以断匈奴与藏族的联合。

唐朝时回纥占了张掖一带，宋朝中叶，藏族的西夏又代替回纥入据这块地方，一直到明

朝，汉民族在这里的社会基础才算巩固下来，建立了健全的军事政治组织，明代防御蒙古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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