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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第一部《秦城区志》的成

书问世，必将为秦城各项建设事业起到鉴古知今，资政、存史、教

化的积极作用。

秦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

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秦城的建城史，以春秋时代秦武公

置邦县算起，至今已有2600多年。从先秦到明清，秦城这片土地

上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其商贸活动也十分发达，为陇东南地区重

要的商品集散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城区划几经变动，全

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发展生产，移风易俗，取得很大成就。尤其是1985年天水实行市

管县体制后，秦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秦城人以“自尊、自信、

自强刀的精神，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推动着秦城大地日新月异的

变化。如今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宽畅，民康物阜，商贾云集；农村

粮丰林茂、花艳果香。在这巨变中蕴藏着曲折艰辛的奋斗历程、可

歌可泣的人物事迹，这不仅丰富了修志的内容，更为后世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

《秦城区志》作为秦城的首部志书，依时为序，立足当代鬼略

古详今，纵贯历史，横陈百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严谨详实地记述了秦城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项

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建区后的发展变化浓墨重彩，突出了时代特

点，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方志体例上有继承，也有创新，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不仅为秦城人民提供了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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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教材，而且为社会各界了解区情、鉴往知来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弥足珍贵。

《秦城区志》的编纂成功，是全区各部门，各单位，有关专家、

学者、热心人士通力合作和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秦城

区志》的出版，是秦城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丰硕成果。在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及全区人民，向为

《秦城区志》成书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诚挚

的谢意l

注；谢寿璜，原中共天水市委常委、秦城区委书记。

谢寿璜

2000年12月30日



序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秦城区志》，在全体编纂

人员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历时八年之久，终于面世。

这是全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区精神文明建

设的又一成就。

古城秦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镶嵌在“丝绸之

路"上的一颗明珠，是大西北的一座历史名城，是天水市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气候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物产丰饶，

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美称。几千年来，朝代更替，人文蔚起，勤

劳勇敢的秦城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了不朽

的业绩，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历史上的灿烂篇章。在旧时代，人不

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秦城大地和人民才获得了新生，翻身做了主人的秦城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开发建设家乡的事业，使古

老的秦州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富

国富民的政策，秦城人民团结奋进，负重拼搏，特色领先，誓创一

流，使全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各

项事业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纂地方志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为了鉴往知来，启迪后世，增强全区人民的

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秦城区委、区政府于1 991年3月决定编纂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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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委的高度重视和区人大、政协的大力支持及各方面专家学者

的通力合作下，全体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奔走四方，访古问今，广征博引，

披阅八载，增删十余次，数易其稿，始告竣工。《秦城区志》的成

书过程，浸透着编纂者的智慧与辛劳。借志书出版之际，特向为

《秦城区志》编纂、出版提供帮助和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最诚挚

的感谢!

《秦城区志》按照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

简明的文字，记述了秦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突出了秦城历

史、自然和经济的特点，堪称一方之“百科全书"。其“资治、教

化、存史"的意义，必将在我们进一步认识、振兴和发展秦城的事

业中，发挥重大作用。

注：张建祖，原天水市秦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张建祖

2000年12月30日



凡 例

一、《秦城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着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进行记述。

二、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谋篇析章。结构分编、

章、节、目四层编写，内容较简的则为编、章、节三层或编、章二

层。横排纵述，一贯到底，不划时段。

三、上限起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下限断至1990年底，个

别内容延长至志书脱稿之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照片、

图表穿插其中，力求做到图文并茂，繁简相宜。

五、历史纪年、地名、官职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括号

内注明公元纪年，“解放后”是指1949年8月3日天水解放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指1978年12月后。

六、数字表述，多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照录，之后则使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七、人物编以传略、简介和表录的形式记入，传略、简介以出

生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以本籍人物为主，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八、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除古籍引文沿用旧文体，特

定字用繁体字外，其余均以语体文、标准简化字进行记述、书写。

九、本志记述范围，以天水市秦城区现行区划为主。古代部分

以原设在今辖区相当于县级的建置单位为线索记述。行政区名称

今用今名，古用古名。古地名在建置编详注具体位置，其他分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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