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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汪聚应

秦安被誉为羲里娲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秦安享有“中

华民族重要发祥地”的历史地位，使秦安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寻根祭祖

的文化基地，也是我国较早设立县级行政的地区之一。秦安县志办王广

林主任多年来潜心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其编著的《秦安历代县令》一书

漱笔杀青，即将付印，嘱余为序。翻阅厚厚的书样，前后两千余年 260 多

位在秦安为县令者一一收录其中，填补了秦安史志建设中的一项空白，

且不乏补阙和建树之处，余欣然为序。

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出现较早，盖起源于奴隶

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形成于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立制于首

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史记》卷五《秦本纪》曰：“（武公）十年（公元前

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即秦武公在伐邽、冀

戎后，在新开拓的疆域首先设立邽县（治所即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

肃甘谷县），第二年又设置杜县（今西安市长安区）、郑县（今陕西华县）。

接着，楚、晋等国亦置县。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普遍置县，且从边远之地发

展到内地。

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县是历史最长、形成最早、相对最稳定的一级

建置。两千多年来,尽管朝代更迭,社会制度变迁,地方行政管理,无论是实

行郡、县二级制,州、郡、县三级制,还是省、道、府、县四级制,县作为基层

政权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甚至有些县的名称和治所从先秦至今从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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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有的县的辖境也长期稳定。但县的数量总的来说则是在逐渐增加，主

要原因是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大多出于治理的需要。

像秦末，县的数量大约在 1000 余个，西汉时则设有 1500 多个县级单位，

现在全国有 2200 多个县级政区。

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县从来都是最为重要的行政单位之一，是中

国政权架构中最重要的单元。古代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的基层政权管理

体制，县令既是县级行政区划的最高官员，也是县的最高法官。县令掌握

所管辖区域的行政、司法、审判、税务、兵役等大权。在中国古代，县以下

一般不设完整的、正规的政区，县官也就处于封建官僚体系的末端，地位

虽然不高，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依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县令虽

远离国家行政体制中心，却是离基层最近的最高长官，是老百姓的“父母

官”；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都需要在县一级来落实。县级政权的完备性

决定了县令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好的县令造福一方，否则危害一地。自

古就有“郡县治，天下治”说法，所谓“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

在刺史、县令尔”。故历朝历代深重其选，十分重视县令的考核、监督。

古往今来，在秦安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涌现出不少勤政爱民、廉洁奉

公的县令。他们之中，有不畏奸权的朝臣，有勤政清廉的循吏，有保家卫

国的将军，有投身革命的功臣。有文化开发的先驱，有重教育人的先师，

有名噪一方的硕儒。这些循吏在秦安的职业生涯，不但丰富了秦安历史

文化的内涵，是对外宣传秦安的“形象大使”和“文化名片”。同时，历代秦

安县令的事迹也为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成为激励一代代

秦安人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众多卓有建树的

秦安县令的事迹尚未充分宣传，无论外地人还是家乡人对他们知之者甚

少。这和秦安历史文化大县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也使秦安历代县令这一

宝贵的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发挥。因此，王广林先生编纂的《秦安历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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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书是发掘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探索，也是有益于当代地方治

理、文化建设、反腐倡廉教育，对当前社会建设可以起到积极的借鉴作

用。

一是秦安历代县令勤政为民、崇文重教的为政风范足以激励后人。

秦安历代县令在执政为民上，除少数存在劣迹外，大多数关心民瘼、体察

民情，在任上积极有为，对促进秦安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如辽东

周盛时，顺治十一年任秦安知县。当时刊于明嘉靖年间胡缵宗《鸟鼠山人

集》刻板已多有散落，难窥全貌。周盛时捐出俸禄，倡导邑人补刻，为后世

保存了先贤的珍贵文稿。有些县令在改善民生方面作出了积极成效。江

西新建人陶万达在任上修建讲堂、教化乡民，着力减轻人民负担，深受百

姓敬仰，乡人感德立祠奉祀。乾隆初出任秦安县令的牛运震，吏秦七载，

任内率领民众“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钟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运震

率丁夫开浚，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同时，他还创设

陇川书院，亲自授徒课士、奖引后进，“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培植了

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为秦安地方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秦安文脉深厚，

运震实有开拓推动之功。

二是秦安历代县令造福当地、勇于改革的从政实践对当代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良好的垂范作用。秦安历代县令中不乏革除积弊、勇于改革者，

他们为政一方、造福当地，主持了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利

益，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解，促进了社会安定。明代后期政局积弊甚

多，有些县令对此大胆进行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山西五台人姚一让，

明末天启年间任秦安县令。秦安地处陇右，地瘠民贫，连年干旱，百姓转

徙四方，粮赋亏欠数万，数任县令无力解决。姚一让召集流亡百姓、开垦

荒地，推广农具和内地先进的耕作方式，三年之内“民皆复业安居”。姚一

让还力图治理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不遗余力地劝谕乡民广植树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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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使秦安出现了“荒漠广野，悉

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的景象，百姓的生产与生活水平也有所提

高。浙江宁波董秉纯，为浙东史学名家全祖望的门生，深得谢山“知行合

一”学术之精髓。其于乾隆五十年（1785）任秦安知县。秦安城北锁子峡渠

年久失修，淤塞数十年。董秉纯率众疏通，修成水库，可灌田三四千亩，乡

民至今受益。这种造福于民的为政理念与今天“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思想产生的基础固然不同，却颇多相通之处。又如清道光年间，陇城

八卦城，因北山崩垮，山逼清水河，水逼其城，历年受河水侵袭，民众不堪

其忧，县令严长宦令民众筑河堤，挖河道改水归故道，乡民至今称颂其功

德。

三是秦安历代县令中不少人廉洁从政、两袖清风，堪称后世官吏的

从政之龟鉴。吏治清明关乎社稷存亡，中国古代积淀了源远流长、非常丰

富的廉政文化，所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

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秦安历代县令》收录的廉吏

事迹至今仍有较大借鉴意义。河南安阳人李鹏，明代成化间以国子生授

任秦安县令，为政尚刚严，以廉洁著称，史称其“令行而禁止，人不敢干以

私，苟有犯即坐以法不少贷，故人莫不惮之”。李鹏病重弥留之际，囊无余

物，乡民自发集资为其治病，李鹏闻讯挣扎起床，厉声曰：“是以私污我，

欲我受污名者。”次日竟卒于任上。郡人胡缵宗连连赞叹“何其廉哉！何

其廉哉！”清代道光时期循吏严长宦，为著名政治家林则徐的门生，为政

不徇上司喜怒，临民有干略威严。时秦安骡马市在陇右久负盛名，各地客

商汇集秦安的同时，赌博之声亦昼夜喧嚣，一些良家子弟被匪人勾引，倾

家荡产，命案时有发生。严长宦对此深恶痛绝，作《禁革骡马会碑》严厉禁

止，为政风格令人想起其师林公禁烟之风，一代名臣清白、高尚的人格节

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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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秦安历代县令》一书的出版，对

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秦安历史文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旅游开发和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全省上下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勤政廉洁之风的时代背景下，该书的

出版，可以更好地传播廉政文化，弘扬清风正气，对廉政建设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从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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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代县令为一县之行政首脑，实政府之代言人，亦政策之具体执行

者。“知县之职，掌县事以修县政，牧县民，任六事，敷二务以承流宣化。一

曰吏，二曰户，三曰礼，四曰兵，五曰刑，六曰工；一曰政，二曰教”（明嘉靖

《秦安志》胡缵宗语）。因而，其人思想、人品、才华及业务素养，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当地历史的发展。

秦安历代县令在执政为民上，除少数有劣迹外，绝大多数为秦安百

姓办了诸多实事，带来了福祉，并惠及子孙后代。秦安现存的相关史志、

文集记录了他们的功绩。幸存的文物古迹中更有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们造

福百姓留下来的政绩工程，如兴国寺、文庙、蓬莱阁等，至今仍在发挥作

用，这些自然也就成为秦安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由于历史的原因，秦安境内县令、知县等县级长官见于史册者，宋元

之前寥寥无几。明代以来，秦安始有地方志书问世，记录了许多县级行政

长官的名字和事迹，但失之简约，亦有遗漏和错讹之处。近年来，我们在

修志过程中，查阅各种文献典籍、地方史志，发现了许多漏记或与当地史

志记载有出入的秦安历任县级行政长官的资料，遂萌生了系统整理资

料，完成这一课题的愿望。于是，筚路蓝缕，几易寒暑，终成《秦安历代县

令》一书。

本书共收录历代县令 268人。其中汉至元代县令（尹）12人，明代知

县 50人，清代知县 116人，民国县知事（县长）4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四大组织主要领导 49人。明代知县中有进士 1人，举人 13人，贡生

6人，其他 30人。清代知县中有进士 18人，举人 34人，贡生 17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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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历代县令

47人。民国县知事（县长）中有举人、拔贡、监生、附生各 1人，大学毕业

者 11人，其他 26人。明清和民国时县令来源遍布于全国各地，尤以南方

为多，山东、山西、河北等省次之。

秦安历代县级行政长官，最早见于史册者为西汉前期的成纪令李

尚，为汉飞将军李广之父，缔造了赫赫陇右成纪李氏，其苗裔遍于天下，

后代皆以陇西成纪为郡望，李氏文化光耀于天下。古代中国实行严格的

官员交流制度，知县等地方行政长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千里做官，时间

最长者如乾隆时知县于鲸仕秦竟达十六年之久，秦安成了他的第二故

乡。吏秦知县大多以儒生而出仕，普遍重文教，重视地方古代文化的传

承，以伏羲、女娲人文始祖激励县内士人百姓，以秦安历史名人为典范，

推崇教化，丰富发展了秦安的地域文化。元大德元年县尹杨宗创建县学，

明代知县康昭、王绩、戴鹏，清代知县于鲸、牛运震等先后加修维护；清乾

隆早期，牛运震购民宅，创设陇川书院，此后胡奠域、冷文炜、诸为霖、董

秉纯、宁自学、陈伊言、严长宦、程履丰、黄政勤等都先后重建或修葺，使

秦安文脉累世相传。元代县尹王思聪重修文庙、修葺三皇庙，明代张继先

修建名宦祠和乡贤祠，杨纶创建权文公祠，李鹏、陈秉衡等曾组织加固维

修秦安古城，赵汴于万历年间重建兴国寺，清代知县蒋允焄、吴世春先后

分别创建和重修凤山蓬莱阁，为秦安留下了诸多的人文胜迹。历任秦安

知县中有许多既为循吏，又为硕学鸿儒，学养深厚，才气过人，如明代知

县徐森、徐化，清康熙间知县朱约淳、王之坊，乾隆间知县牛运震、胡奠

域、蒋允焄、董秉纯，嘉庆间知县薛辅世、宁自学，咸丰间知县张瑞珍，同

治年间知县程履丰皆为名重一时之大儒，在任期间大多亲自授徒课士，

耳提面命，为秦安地方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文化人才，培植了向学蒸进的

文化风尚，居功至伟。县内至今流传和保存着冷文炜、孙是兰等书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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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墨宝和一些知县书丹题写的碑刻牌匾，为秦安地方文化增色不少。除

此之外，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知县曾致力于地方文献和著作的编纂

刊刻，为秦安保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史料和文化财富。如明嘉靖时的知

县亢世英邀请丁忧在家的方志大家胡缵宗修纂完成堪称志书瑰宝的《秦

安志》，清道光时知县严长宦组织人员修纂了《秦安县志》，其继任者张梯

组织刊刻，并作序言。明代知县汪翰于嘉靖三十六年主持刊刻胡缵宗《可

泉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顺治间知县周盛

时捐俸禄，倡导邑人补刻胡缵宗《鸟鼠山人后集》二卷。民国秦安县长叶

超任职期间，曾组织成立秦安县文化促进会，团结了一批县内优秀诗人，

掀起了诗歌创作的高潮，并结集刊印《羲里娲乡唱和集》和《羲里娲乡拾

遗集》。如此等等，可以说这些外来的当政者与秦安士民一起创造了秦安

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时，他们自身在秦安的活动和著作也成为秦安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以来，秦安县以“疲难繁剧”而称，因而在选用知县上，一般以材

力干练、政治水平过硬的官员充任。许多官员以儒家“经世致用”为出发

点，为当地干了许多实事，影响深远，名著史册。如明代知县畅宣、邓荣、

亢世英、杨纶、朱呈瓘，清代知县牛运震、蒋允焄、董秉纯、严长宦、程履丰

等为秦安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秦安

人民世代所称道，部分官员入祀名宦祠。尤其是清乾隆初的知县牛运震，

吏秦七载，体察百姓疾苦，平反冤狱、开凿渠道引水灌田、教授农民改善

农耕方式、鼓励秦安工商业发展、筑路开道、修葺学宫、创办书院，课徒授

业，与秦安的父老乡亲和士子学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他县令或救灾

济民、或兴办教育、或亲民如己、或御匪卫城、或孝悌耿介，有一善可陈

者，地方民众犹自忆念，或刊以碑文，或载之志乘，以资后来执政者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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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安县的历史应该用重笔浓墨来书写。鉴

于历届秦安县主要领导，其人其事大家耳熟能详，有关资料亦基本存在，

依照史学界“健在者不作评价”的惯例，本书仅列其履历，不评论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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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所称的“县令”，包括西汉至元时期的县尹、县令，明清时期

的知县，民国时期的县知事、县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委、县人大

常委会、县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县政协的主要领导。

二、本书注释采取脚注的形式。

三、古地名和人物，凡首次出现予以注释，后不再注释。

四、资料来源注明出处，凡首次引用的书籍均注朝代、作者及版本，

后仅注书籍名。

五、记述人物以任职时间先后为序，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世

人物仅作简历式的记述。

六、上限不限，下限断止 2014年 6月底。

七、附录分两部分，即秦安历代县令更迭表、秦安县令相关诗文集

萃。所收录的诗文内容，均与秦安密切相关。

八、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纪年用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纪年亦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九、记述文体为语体文。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除使用特定的

繁体字外，其余均为国家标准简化字。

十、个别人物因资料缺少或与其他人物有相似或共同处，采用合传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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