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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版地方志，这是第四本。

清朝道光年间，知县苏履吉组织编纂的《敦煌县志》，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

雕版印出，传于后世，这是第一本。该书共4万余字，较为简略。“书阙简脱，失误尤

多"，但是具有开创性，留存了不少史料。

民国三十年(1941年)脱稿的《重修敦煌县志》，是县政府委托本地名人吕钟先生

撰修的。该书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却失之零乱。因社会动荡，此书长期未能付印，60

多年后的2002年，敦煌市政府才组织人力点校出版。

《敦煌市志》成书于1994年，该书贯通古今，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但是由于诸多主

客观原因，该书在彰显敦煌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方面、史料的取舍和文字上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缺憾。

这次重修市志，是在全国第二轮续修地方志的推动下，在我市领导认识提高、大胆

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于2004年底开始的。

首先，领导极为重视，决策果断。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军需、市长包东红、主管副市

长张晓军，根据上级要求决定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并在倾听了有关人士的意见建议后，

及时正确地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市志不是续写，而要重修：二内容上要突出敦煌灿烂

的历史文化；三、抽调有热情、文字功底好的人担当此项重任；四、财力上全力支持。

市上聘调了敦煌市政协副主席姜德治任主编，告诉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写好敦

煌的名片!"，新一届的书记包东红、市长孙玉龙、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军秉此决定，

对修志工作大力支持，多所鼓励。

其次，专家关心支持，热情参与。修志伊始，我们聘请敦煌研究员研究员李正宇先

生作我们的顾问。老专家欣然应诺，毫不保留地为我们写出了《重修<敦煌市志>的建议

书》，并从兰州专程来敦煌，给修志人员详析前志的得失和这次修志的建议，讲了各卷

的着力点，对提高此志的整体水平益裨良多。初稿完成后，我们分别寄给四位敦煌学专

家审订指谬。他们是：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陈国灿先生；敦煌研

究院研究员、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李正宇先生；兰州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所长郑炳林先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先生。学

者们初读之后，于2006年12月下旬齐集敦煌，用了7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指正了初稿的

古代部分，从而大大提高了书稿的水平，增加了市志的学术分量，好多部分有了专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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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结果。

修改稿完成后，我们又一次交给了各位专家过目，他们乐此不疲，不厌其烦地做了

不少补充修订，而且让兰州大学敦煌敦煌学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博、

硕士研究生们对古代部分的许多内容进行了校勘，使志稿避免了不少错误和不足，有了

锦上添花的效果。

再次，撰写人员埋头苦干、好学求索。编撰者只有四人，时间不足三年，完成近220

万字的工程，没有埋头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万万难以完成的。况且典籍浩繁、敦煌

学论著层出不穷，没有好学求索的意志，也是万万难以把握的。敦煌丰富的古代文化积

淀为本志提供了与生俱来的品位和价值，博大精深的敦煌学又使本志获得难以企及的深

度和高度：修志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甘于寂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共同成就了

此书。

还有，前任市委书记陆代森，一直关注本志的修编，对本志的付印给予了较大支

持。敦煌市各单位部门，象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市

教育局等都对我们支持帮助很大。

一个民族要有生命力，必须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一个地方要有发展潜力，必须借

助于自己的丰厚文化积淀。历史除了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力

量。我们重修敦煌地方志，就是借助于敦煌的文化遗产来激活敦煌的发展潜力，宏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人物立传，我们力忌溢美诬罔；记事叙往，我们力避偏颇不实，但

愿修出敦煌的信史。

我们白手起家(无资料)、外行修志(都不是专业人员)，我们站在前三本志书基

础上更上一层：我们又站在专家及敦煌学论著肩上极目千里。尽管如此，因水平和资料

所限，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缺憾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敦煌志

编者



尼 例

一、本志依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如实记叙敦煌市各方面的历史

状况，旨在彰显敦煌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记录敦煌欣欣向荣的发展现状，纠错补缺，

存史扶正。

二、本志采用纲目式体例，从社会史及事务逻辑关系的角度考虑，将内容分为历史

大事记、概况、农林牧水电、经济贸易、交通通讯、政权政法军事、敦煌学、艺文、人

物、旅游、居民物质精神生活、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档案、民俗方言、财政税务金融

以及附录十五卷。

三、本志根据敦煌特色，采用了较多的插图。卷前及随文附载洞窟图像、古遗址、

古文献照片、自然景观、线描图、示意图共260余幅。

四、全志贯通古今，下限至2004年12月。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和历史：古代部分包括“敦煌郡"历史，现代部分则以现

行行政区划为主。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采

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汉字形体为通行简化字，古文献中为保持原貌，则用原字。计量单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当时的，未加换算，建国后一律用国务院公布的统一计量

单位。数量，建国前用汉字，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惟世纪与纪年酌情以汉字

表示。

八、资料来源：除了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市档案馆、图书馆的外，还吸纳了国内

外各种敦煌学著作中的可用资料。主要经济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九、入志人物依惯例生不立传，记事据实，力求客观准确， “不溢美，不隐恶"。

十、文中出现的不同收藏地的敦煌文书编号，用代号表示，如英国图书馆的“S"

(斯坦因获本编号)、英国大英博物馆藏藏经洞绢画Ch．(原藏英联邦印度事务部的斯

坦因获本编号)、法国国立图书馆的“P’’(伯希和获本编号)、伯希和编号中藏文本

为PT、法国巴黎吉梅馆藏画用EC．标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藏敦煌汉文文书编号为．ⅡX，其中弗鲁格编号(x yl Y X)以①表示。北京国家图书

馆藏品以“BD"或“北+干字文号”。甘肃省博物馆藏本则以缩略词“甘博"表示，敦

煌研究院藏本用“敦研"表示、敦煌市博物馆藏品则为“敦博”。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凡例



获品以“大谷文书”表示，其龙谷大学藏本以“龙大"表示。其卷号数字后的V表示背

面。一卷写有多种文献者，则以该卷号后的abc或数字表示。录文中残缺用(前残)、

(后残)表示，行中残缺用r----表示。模糊难辨与损字口表示，／为换行符。

十一、莫高窟洞窟的编号一律采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此编号所指为莫高窟南

区，北区新考古编号则标明北⋯⋯号。榆林窟编号亦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该窟虽属

安西县，但学术上认定与莫高窟同属敦煌石窟系统，因而在图片中也部分采用其壁画等

素材。

十二、汉简编号依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探方、层位、简号例

见历史大事记内公元前61年文下括注。

敦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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