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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传承，凝聚着历史，连接着未来;文化是一

种影响，弘扬着美德，激发着正义;文化是一种情怀，蕴含

着民族之魂，体现着国家之神。文化的这种传承、影响和

情怀特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这力

量，无影无形却坚定持久，无声无息却直入人心，具有极强

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感召力。一个民族的复苏，首

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更离不开先进文化的

引领。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可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没有文化软实力

的增强，就没有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酒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博大精深的

敦煌文化、内涵丰富的简牍文化、大气磅嚼的边塞文化、连

绵不断的长城文化、横跨欧亚的丝路文化、气贯长虹的飞

天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现代文化，在华

夏文明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酒泉市志)(酒泉通史》出版之

后，我们组织开展了"酒泉历史文化丛书"的研究、编篡工

作，意在更为系统地向世人展示酒泉灿烂的历史文化。

《酒泉历史文化概览》是"酒泉历史文化丛书"的首卷，概括

介绍了酒泉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

是一部展现酒泉的历史变迁和文化魅力的鼎力之作。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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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必将对展示酒泉形象、弘扬酒泉精神起到积极的

作用。

文化传承文明，文明促进发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

士，进一步吸取本土文化的丰厚营养，创作出更多精品佳

作，使博大精深的酒泉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也希望

各级政府，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担当起推动文化产

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重任，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重视文

化建设，坚定不移地加快文化发展。

酒泉人民的大手笔，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也一

定能铸就文化事业的大繁荣。我相信，酒泉人民必将高扬

"开发、开放、合作、发展"的时代精神，以恢弘的气势、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谱写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

篇章!

靡军

2012 年 9 月于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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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悠久历史

酒泉，自古以来就是边关古道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商贾汇

聚之所，丝绸之路重镇 。 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

的酒泉各族人民生生不息，创造了一幅幅雄浑壮美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酒泉

远古时期

酒泉是人类发样地之一 。 20 世纪 3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

察团的瑞典学者布林，在酒泉市肃北县塔崩布拉克发现约 1500

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 。

经过古摄人、直立人、智人漫长的岁月演化，从距今约 250 万

年前开始，到距今约 1 万年止，酒泉先民经历了旧石器时代 。 这

一时期，人们以打击方式制造石器工具，过着以采集和持猎谋生

的原始生活 。

距今约 1 万年以后，酒泉先

民进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

在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

器、经营原始种植业及饲养家畜

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 。 这一 时

期，狞猎、采集、捕捞活动已逐步

退居次要地位，农业和畜牧业兴

起，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公社逐

步演变为父系氏族公社 。 新石

图 1 - 1 四坝文化陶器，彩

陶折线三角纹牛头罐 . 1999 年出

土于甘肃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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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的酒泉先民，主要活动在酒泉盆地(包括今肃州区大部分

和金塔县)和敦煌、安西盆地(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及玉门市大

部分) ，从事着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劳动

分工 。 磨制的石器形式多样，制陶业已趋于成熟 。

夏、商、西周时期

夏代的酒泉主要有民、羌两种部族，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

民人定居于河谷、平川等较低地带，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农耕部落人群 。 他们以种植业为主，兼营饲养业和持猎;继

承了马家窑文化的冶炼技术，形成了冶铜业、制陶业和家庭纺织

业 。 羌人是生活在草原、山地上的游牧部落人群 。 他们主要从

事畜牧业生产，兼营简单的农业种植 。

西周时期 ，周人不断向酒泉发展，周人、羌人、民人错杂分

布 ，周文化开始在酒泉传播，酒泉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 。

这一时期，酒泉先民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狞猎的经济

生活 。 酒泉各地普遍种植大麦 、小麦、黑麦、粟、程、高粱等多种

农作物 。 在农耕业发展的同时，家庭饲养业也形成一定的优势 。

酒泉的畜禽品种主要有猪、狗 、马、绵羊、山羊和鸡 。 经过长时期

原始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原有的植被遭到很大破坏，加上气

候条件由温暖湿润变得寒冷干燥，很多地方已无法继续进行原

始的农业耕作;相比之

下，畜牧业则具有比农

业更强的适应性，这在

客观上为畜牧业的发展

提供了契机。 西周后

期，畜牧业逐渐从原始

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伴

随马具的应用及骑马民

图 I - 2 火烧沟出土的青铜刀 、 圆鉴青 族的诞生而不断扩大空

铜斧 、青铜矛 间分布范围，逐步形成



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文化区 。 考古发现，当时酒泉先民

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 。 酒泉境内玉门火烧沟文化出土铜

器所占比例已超过 50% ，表明火烧沟，文化的青铜制作是马家窑、

齐家青铜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不论是器型还是工艺水平 ， 都

较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明显进步 。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和中

原地区的文化差距，错过了与中原地区前后相继进入文明社会的

时机。 当中原地区已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王朝很久以后，酒泉乃

至西部地区仍处于众多民族迁移流动、未能形成文化趋同中心的

落后状态 。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酒泉先民从事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 他们以部落

为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多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逐渐形成自己的

生活习惯和文化 。 各氏族部落都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 。 他们

在春天出冬场(游牧社会人畜过冬的地方)后，先到河谷种下麦

子，然后往山中移动，开始一年的游牧 。 秋季回来收割后 ， 再回

到冬场 。 如此在河谷中种麦，在附近山坡草场上游牧，生活所需

比较充足 。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 青铜农具尤其

是开垦用的青铜锤和耕作用的青铜铲、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

生产，但各种木石骨蚌农具仍大量使用，尤其是木质宋朝仍然是

主要耕播工具 。 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

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恤体系 。 与此相联系，垄作、条

播、中耕技术和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已萌芽，休闲制逐步取

代了撂荒制 。 为了掌握农时，人们已开始利用物候知识。 不过

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村

邑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

发展空间 。 这 一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井存，生产工

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 。

战国时期，生活在酒泉一带的主体民族是羌戎、月氏 、乌孙 。

这一时期，秦人对甘肃境内的羌人发动了无数次征服性战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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