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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卿

宕昌是我的家乡。1949年9月家乡解放，到1952

年我一直在当地区、乡工作。嗣后，离开老家已有四十七

年之久，心情和大家一样，常有?低头思故乡”之感，也情

不自禁地怀念和牵挂着宕昌。

宕昌有着悠久的历史，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一个

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地方。南北朝时期建国

140多年的宕昌国，曾占有“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藉)

水以南，南北八百里”的广大地区。明清以来，当归、红

芪、党参等中药材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享誉国内外。民主

革命时期，党中央在哈达铺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放到陕北的重大决策，广大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地方苏

维埃运动，一大批宕昌青年加入红军队伍，使哈达铺成为

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加油站”。

勤劳的宕昌人民在开发建设宕昌的长期实践中，勤

奋努力，艰苦奋斗，形成了顽强坚毅、吃苦耐劳、俭朴忠厚

的良好风气和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

人物，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和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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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贡献。为了全面介绍和宣传宕昌的古今人物，县

政协组织编纂了<宕昌人物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书中收录的几百名古今人物，都是在社会各方面作

出了一定成绩和贡献的人士：有历史上的名臣名将，民主

革命时期的革命先烈，更多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各条战线

的先进英模、党政领导和高级科技人员。我从这部书中

得到几点深刻的感受：一是宕昌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二

是一批年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后来居上，令人欣喜；三

0科技人才数量较少，人才资源有待大力开发。目前宕

昌经济文化还相对滞后，困难较多，这对人才的培养和成

长无疑是有制约的。因此，我们宕昌人，只有发扬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和优良传统，以“人一之，我十

之”的不懈努力，才能在各个方面得到发展。另一方面，

要切实重视和加强教育，形成上上下下兴学重教的社会

风气。白银市的会宁县，条件也很艰苦，但改革开放20

多年中，全县硕士以上研究生就考取500多人，靠的就是

“老师苦教，学生苦学，社会苦帮”的“三苦”精神。<宕昌

人物志>收录的各方面人物的事迹，也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会宁能办到的，我们宕昌也应该努力去办到。

真诚希望，家乡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能够

从这部书中受到鼓舞和激励，树立远大的革命志向和崇

高的人生目标，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敢于创业，勇于吃

苦，在各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不断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

人才，为家乡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奉献，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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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的贫穷落后面貌。我相信，<宕昌人物志>一定会受

到广泛的欢迎和关爱。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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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代以前人物

梁弥忽

梁弥忽(?一?)北魏太武帝期间在世。宕昌羌王

梁勤之孙，继其祖梁勤为宕昌羌王o 424年(宋文帝元嘉

元年)12月。遣其子弥黄奉表向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请求

纳附，受到拓拔焘嘉赏，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

甘松侯．使宕昌羌族地方政权正式为北朝大国所承认。

宕昌羌当时处于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虽已有用牦牛尾

及段羊毛覆盖的屋宇定居，但社会组织松散，“国无法令，

又无徭赋。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

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也没

有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弥忽与北魏王朝建立

正式关系后，加强了与中原发达地区的往来，促进宕昌羌

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宕昌地方政权的壮大，使宕昌政权

的领域达到“自仇池(今西和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

(今甘谷县南藉河)以南，南北八百里”，人口“二万余落”

(一落即一户)。东与仇池(今西和仇池山)氐族政权相

邻，西与甘青草原上的吐谷浑政权接壤，南与邓至(今四

川南坪)羌族政权接连，北与北魏相接。在参与南北朝众
· ·3’



多大小政权纷争攻战和友好交往中，宕昌羌人进入社会

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梁弥机

梁弥机(?一485) 宕昌王梁弥治之子。北魏封弥

机为河南公。476年(宋元徽四年)，南朝刘宋政权封弥

机为安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弥机又遣其司马利柱奉

表向北魏贡献方物。仇池氐王后裔武都王杨文度起兵据

葭芦(今武都外纳)反魏，围攻北魏所占据武都(今武都城

关旧城山)，弥机遣其二兄率众助魏军，击败文度氐兵，文

度败走，解武都之围。翌年9月，宕昌遣使又向北魏朝

贡。后弥机又遣使子桥向北魏表贡朱砂、雌黄、白石胆各

一百斤。478年(宋升明二年)3月，北魏晋封河南公梁弥

机为宕昌王。后北魏孝文帝又派鸿胪刘归、谒者张察拜

弥机为征南大将军、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

王。翌年，南齐取代南宋，南齐太祖萧道成进号宕昌王梁

弥机为镇西将军，后弥机与南齐对立，断绝与齐往来。

481年(魏太和五年)吐谷浑王度易侯继位，向宕昌进行

掠夺进攻，掠走宕昌人口、牲畜，受到北魏国主斥责，北魏

赐给吐谷浑锦彩120匹，令其将所掠宕昌人口、牲畜和财

物一律送还。483年(南齐永明元年)，南齐恢复与宕昌

往来关系，晋封弥机为使特节、都督河凉二州军事、镇西

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4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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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永明三年)8月，弥机卒。南齐下诏：“行宕昌王梁

弥颉(机)，忠款纳附，著绩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

使持节、督河梁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

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

梁弥承

梁弥承(?一?) 梁弥机兄子。485年至502年期

间在位。仁厚有智，为羌众拥戴。485年(南齐永明三

年)弥机死后，子弥博继位宕昌王，受到西邻吐谷浑侵入

进逼，弥博亡奔仇池。北魏仇池镇将穆亮以弥机一直忠

诚附魏，不愿吐谷浑攻灭宕昌，率骑3万进至龙鸪(今松

潘)，击走吐谷浑，因弥博凶残为羌众所恶，上表请立弥承

而还。弥承继位后，积极向北魏和南齐遣使通好，使宕昌

与中原大国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内部得到巩固。485年7

月，北魏遣使至宕昌，拜弥承为宕昌王。488年(南齐永

明六年)，南齐晋封弥承为使持节、督河、凉二州诸军事、

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弥承遣使

向南齐致谢并请求赐给军事和技术工艺书籍，齐王朝答

复“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

易，内使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

<论语>，今特敕赐王各一部”。同年3月、6月、9月弥承

3次派使又向北魏朝贡，与北魏关系进一步加深。492年

(南齐永明十年)7月，吐谷浑国主伏连筹向北魏使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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