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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了解一座城市，就必须从这座城市的文化入

手。甘州（张掖）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据文字记载，已有五千多年的

历史。甘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与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的交汇点

之一，素有“鱼米之乡”“塞上江南”的美誉。这里风光秀丽，物产丰

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自然与人文相得益

彰，从而形成了今天多元人文、多情山水、多彩甘州的特色，是名副其

实“金张掖”。

历史上的甘州，“一湖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处处”，一

山一水皆生机，一寺一塔有故事。美丽的故事、神奇的传说代代相传，

延续并丰富着甘州大地不同时代的山水人文历史，折射出正直、勤劳、

善良、睿智的甘州儿女对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地因人而兴，人因地而荣。千百年来，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历代

风云人物创造了波澜诡谲的历史，流风余韵，斯惠于今。进入当代，党

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到甘州视察，为甘州的发展指向助力。所有这一切，

都激励着甘州儿女为实现幸福小康生活的美好夙愿而努力。

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多姿多彩的甘州地方文艺、民俗风情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厚重的历史印记与对外宣传的独特元素。

中共张掖市委常委、甘州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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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亦古亦新，是一座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这里既有黑水国遗址、

隋代木塔、西夏大佛、明代粮仓、清代总兵府等名胜古迹，又有美不胜

收的原生态城市湿地、气势磅礴的丹霞地貌等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

族风情，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观光旅游。

《甘州概览》以简明生动的语言，翔实丰富的资料，短小精悍的篇

章，把甘州人文历史串缀于一体，一章一段历史，一篇一个故事。通读

书稿，令人欣悦。全书基本涵盖了甘州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

俗、人物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甘州的真实面貌，可以说

是快速浏览和全面了解甘州的一本具有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地情

文学书籍。《甘州概览》付梓出版，对于进一步发掘甘州悠久灿烂的历

史文化，展示甘州丰富独特的地域优势，扩大甘州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书在手，可以明地情、观兴废、知得失、识规律。我们希望，该

书的出版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甘州、了解甘州，为推动甘州经济社会率

先转型跨越发展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20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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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较之张掖，甘州之名晚出，始于公元 554 年，系北朝西魏恭帝拓跋

廓命名。其后，隋、唐、元、明、清各代均曾断续使用该名。2002 年 6

月，张掖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市，将 1985 年成立的县级张掖市改为

县级甘州区。本文关涉历史之论述，甘州外延大致等同于张掖；言及当

下，特指甘州区。以九州而论，甘州隶属古雍州，地处多姿多彩的自然

生态景观线与绚烂神奇的丝绸古道文明交汇处。

据马家窑文化遗址、马厂文化遗址、四坝遗址、东西灰山遗址等考

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就活动于此，以狩猎、游牧为

生。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羌、戎、狄、乌孙、月氏等民族都先后于此

繁衍生息。战国时期建立城邑，修筑长城，至今尚存秦长城遗址。

甘州地处祖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上游。黑河源自祁连，穿境

而过，水源丰富，森林遍布，草场肥美，土地肥沃。优越的地理环境与

丰富的物产资源，使此地自古就有“塞上江南”与“金张掖”之美誉。

斯地西连新疆，东抵凉州、金城，是东进西出、南引北连的重要交通枢

纽与经济通道。汉唐以降，甘州成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其重要的经济与

战略地位，历来为中央政府及当地、周边少数民族所重视。甘州曾经是

北凉国都及后世王朝所设州、郡、行省、卫、镇、府、县、道等的治所，

素有“塞上锁钥”之称。

甘州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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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 165 年），匈奴击败月氏，占据甘州，并以此

为根据地，不断骚掠中原。侵略战争破坏了汉匈之间来之不易的友好结

盟，也割断了汉王朝同西域早已存在的关系。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为平息匈奴祸患，武帝派霍去病西征。霍去病挥师两战，平定河西。

为巩固该地，连通西域，汉王朝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之

意，于元鼎六年（前 111年） 设立张掖郡。

在中央政权统治力弱化的时代，甘州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为少数

民族政权所占据，长期游离于中央政府。东晋南北朝时期，沮渠蒙逊建

立北凉政权，定都甘州；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甘州沦陷于吐蕃，

其后为吐蕃统治长达 60余年，后又被回鹘占据；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西夏击败甘州回鹘，甘州成为西夏在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

化重地。一直到元明清三代，甘州才相对稳固于中央版图之内。河西的

稳定对中央政权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世纪 40 年代，著名历史

学家陈寅恪先生预言，“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

则可以无疑”，良有以也。

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时代，由于诸多因素制约，甘州的开发远

远滞后于中原内陆地区。即便是成为“互市”中心的隋代，其以往的贸

易地位，也未能造福斯地；加之历代兵燹不断，“塞上江南”虚有其名，

金字招牌金光暗淡。

甘州境内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和极端地貌。境内丹霞、湿地、

戈壁、沙漠、草原、森林、绿洲、湖泊等地貌景观并存，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堪称中国地质地貌大观园，是河西走廊的绿洲明珠，也是我国西

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由于西北大范围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对甘

州这块绿洲而言，发展优势与生态危机并存。生态非常脆弱的甘州，集

基础性、脆弱性、多样性、特殊性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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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张掖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指引下，区委区政府充分利用

甘州独特的地理地貌优势，保护与开发并重，举绿色名片，作云水文章。

立足一山一水一古城，彰显多姿多彩多优势，建设宜居宜游新甘州，发

展绿洲生态经济，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努力实现绿色转型与跨越式发展，

将生态建设、现代农业、城市发展三者有机统一。甘州步入发展的快车

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滨河新区、国家湿地公园、城市湿地公园、

国家沙漠体育公园、丹霞地质公园等基础建设已初具规模，国家绿色生

态农业示范区、风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强力推进。成就瞩目，可喜可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今还

需鉴古，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上的甘州人民，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化，

留下了耐人深味的故事。挖掘整理这些文化积淀，不仅有助于传承地方

文化，对于以史为鉴并勖勉激励今人投身甘州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要

的意义！在国家力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甘州区举宣绿洲名片背景的当

下，编写《甘州概览》出版刊行，可谓适逢其时。

为全面反映甘州的历史与现状，编者确定了全书的基本框架之后，

邀请市区史地专家及各行各业熟悉了解甘州的文字工作者精心撰文，反

复修订，数易其稿。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社会各界了解甘州，促进斯

地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2013年 11月于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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