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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商贸中心，位于兰州东盆地，依山傍水，

土地肥沃，历史源远流长 。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城市，全城道通西域，控扼西北;作为现代西北工业

重镇，兰州雄踞西北，辐射四方。 今天的城关区充分

发挥中心城区优势，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发展，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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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史话丛书总j事

总 J事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

肃的过去，把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的未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地处黄河中上游的

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以秦

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

及获皇和女娟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明的见证，辉

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

影响的人和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

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

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 自西汉张2号通西域后，随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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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史话丛书总j苦

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

曾孕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全日

碎、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 。 到

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

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旷古胜

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和、山为代表的众多佛

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

了一个鼎盛阶段。 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

织， ~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J菁、者无如陇右" 。 政治上，

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

治家、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一时。 那个时期，可

以说是甘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甘肃也有过长期的萧条和凋敝。 自宋而降，随着海

路的开通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甘肃渐渐地，失去

了区位优势，成为偏僻之地。 加之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同

中原王朝在这里进行激烈的碰撞，使陇!ffi、大地烽火连

绵，兵焚不断，生灵涂炭，生态毁坏，更兼天灾频仍，经济

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 到了近代，左宗棠坐镇陕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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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史话丛书总j吾

友出了"陇中苦癖甲于天下"的感叹。 即使如此，这块土

地因众多民族的融合繁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甘肃正坚韧地走向崛起和复兴。 新中国的成立，开

辟了甘肃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依托资源开发，建成了以

石化、有色、冶金、电力、机械制造、电子、轻纺、建材为主

的工业体系，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第一"一批新兴工矿

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面对

贫癖的土地，陇原儿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建成了以景

也、引大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将陡峭的山坡地

修建成层层梯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

历史;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

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建

立，聚集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使这块古老的

土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给甘肃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甘肃进入了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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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史话丛书总j事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区

的兴衰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σ伴随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脚步，甘肃必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个地区一

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甘肃各族

人民淳朴敦厚、热情豪放的性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

品质，兼容并蓄、开放豁达的胸襟，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

相传，生生不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

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每一代人都承

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奋发图强，加快发展，为甘肃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

基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知史明志，我们应当多一

点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史。

我们坚信，甘肃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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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解读甘肃

尿中共廿肃省委书记 苏荼

在人们的印象中，甘肃历来是个贺棒、闭塞、落后的

地方→一一这是一种错觉 。不错，与东南左边地区相比，近

代的甘肃的确落后才，但这并不说明历史上的甘肃始终

如此。据我所知，至主扒在宋代队前，甘肃有过极为辉煌的

历来。考古学的考罄表明，我国止方人类的出现，文明的

萌芽，最初大都发主在赘司的态条支洗洗域。友来?甘

肃或奢琉经甘肃境舟、最终大都汇入赘司的支珑，现存

的就有数十谷之多诸如二男-习、王污、洗·习、 i皇木、马莲

污、大i旦河、庄二泉河…...还有进入长江的白龙江、山民江、

百二又71<. 、白 71<.;工等等 。支何况，还有那些如今已经消失立

的河沈湖泽。如历义地理学家们研究，远古时代，甘肃境

《污洗纵横，湖边旦有，土质肥沃，气11卖湿泪，植被茂容，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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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主，运环境远比现在要好. 7只适合于人类生，是繁衍 。明子

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乞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皇大，诸如

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T匕、半山文化、马厂文

化、幸店文化、专注文化、非井文化，还有华夏始祖伏毅、

女蜗……令如此案中地统统出现在甘肃太地上。 据此，

说甘肃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二，当是二点都不

夸张。

不T又是远古文明发主7号早，币且，远古文明又孕育、

繁j;干出立交为辉煌的中古文明 。我们知道，肃朝勃兴?

中原 。币随后崛起?西北、摧毁殷甭、建立强大的用王朝

的用人，其先祖就发祥?甘肃的泾污琉域和陇东地区。

其注后，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声势灵为津大的秦布固，其

先世亦发样?今甘肃天71立一带 。 二又代的首都是长妄。甘

肃毗邻古嵌 s 是北担匈奴J共卫共中、西肉也击的战略奏

地，用时也是西通西域、进汗文化交二末的主要孔道。汉武

布全了i旦河西、设四郡自有其深刻用意 。 币两汉、三国王之

际，甘肃土地上出现孚广、赵尤国、全曰毛单、窦融、张芝、马

~ - 国E童画直

匣士'

f.a..~YEi莹竟圭宙自1要重击亟盔磕巨耳甘卡市
画』佩守而哼如辑部曙Ej画恋情?伊平V喃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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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起、美维等一连串旷世善良雄亦非T黑然一一一没有深厚的

文化土壤. <，怎乞可能出现女口许人奇?至~J'魏晋南北朝时

期，随着二仓皇主锢在路传入中国的佛教进入全盛时期，甘

肃境《丝路主干道上出现立一大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

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一九群佛教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

肃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到立一个鼎盛阶段 。那时

悔，河陇地区二天野千里，祁连山下牛羊弥望，胡茄酱容穿

汗如织，有州大马名满天下......人谓 H天下丰称尔宫 J庶烹奢元

3女如k如口陇右

期，是甘肃历夫上的赘金时代。

自宋以降.随着北方涛牧民族的步步进逼 s 华夏民

族经济、政活、文化中心逐渐审桔甘肃渐渐被文明中也

抛在立身后。最主工木的时代过各立，代左币起的是涛牧

谙族的轮番占领、中原*锋与胡骑马刀的惨烈碰撞。 身

处中原农耕地区与关外涛牧地区支摆地带的甘肃，儿子

变成立一片大战场 。明军建蒙古人予表止，以嘉峪关为

象汪的甘肃是抵押关外蒙军卷土重来的前进阵地;二委主主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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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收新疆-r~颈元，甘肃又成为左宗棠的大本营。近千年间，

这块土地上土拿大连绵，冉变不断，生灵滞炭，生，运毁坏;

灵兼政三台凋敝，天又频T乃，经济处?停滞状，运甚至每况

愈下，与江南月生是不春天壤 。古人遂有"陇中苦事甲天

下"式。只 。所忌的是，洋务运动兴起在时，与上海、天茸、

福建等地儿子用时，远处西止的兰州也出现立近代工业

的烟囱 。但这二道希望的曙先，随后又被地方军辰1与国

民军、中央军三方丢轩在地盘的枪炮声打断 。 我生工西路军

喋血河西，灵是一段痛虫。

主至~1949年以后，新中国蓝图初绘，甘肃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棋盘上的一枚重要的棋子。 昔日春风不

庄、羌酋枕边的河西走廊上出现立新中国的第一个油

田←一一玉门油田，铁人王进忌和吨的伙伴们，带着宝贵

的艰苦奋牛精神与扶术经验 从这里走角全国各地.崛

起立举世闻名的锦都金品，乡土优秀弄年怀着满腔热血

旁若二理想，从八方辐辑?大案深处。"两弹在此爆炸，震

惊世界一旦"呼啸腾空，举世瞩目 。 当年羊皮役子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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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71飞车吱担的黄河古渡口 出现立 -jo'"规模宏大的炼油、

化工、钢铁、军工企业和铜矿，兰州一带逐渐友展成为我

国的二个新兴的重工业基地.出现立以中国料学院兰州

~'院为代表的-jo'"料研机构，数十万科技才饿舍聚?赘

河之滨，硕果累累，人才辈出 。甘肃由过去落后的农牧业

青彷，一跃变成立为全国工业输i兰血来的西北工业重

镇。尤其是进入20世民90年代改革开放的英明方略在

陇盾、大地上尽显效力 。先是两千多万农民主冬?获海歹沮

饨，主监币是持色农、牧、林业遏地开在:祁连雪水流入河

西走廊，没出立中国北方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胧中的

土地干旱本为令人头痛的亘古难题人的智是去p1t.有势

为优势.孕主歹 H马铃薯工程

芋远销东商二活合二海每 。革产业、制种业、葡萄酒业遍地兴起，

-如飞天撒下的片片花瓣。天祝草原出产的白艳牛堪称

珍持品种，兰州、靖远、民勤的瓜果名 J潮远远，币气愤混

混的陇南山区，盛产醇酒香若、药材板束手口珍褂动协

. .甘肃是黄土富原主主，运破坏最严重的省T方式一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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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人给我们留下立一片干渴的赘土丘陵。干旱缺水成为甘

肃中、东部地区最大的困境。为撂脱困境，甘肃人民埋头

苦干数十年 .31大入森工程与果表电力提灌两期工程相

继寺域起-落的洗河引.71<.工程又一旦欠启动 。 曾经干

3号冒烟的大片土地，从此清水洼洼，一浓绿意 。 与此fii1

时，甘肃的国企经过重组与改制.'百钢、兰铝等大型国企

生气盎然，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岔路深入穷乡畔i旬，用l

纬联通千村万户村村遇"走进农民视野。丝路古道上

那些年代久远、破败二即战的城镇，如今纷纷脱胎换骨，杭

妆一新，变b成立一串美丽、繁华的现代城市 。可队说，

今天的甘肃精神抖撤，生机勃发，进入立自唐代以来最

为昌盛、最具活力的时期。

山河两千里，沧桑王千年。文明的兴衷灵替遣就立

二段持殊的省义。这一九段曲折的历叉，有涛予支家们

细细勾勒;发主在甘肃太地丰的许许多多鲜为人j;口的故

事，绽放?甘肃谷地的风致独具的地方文化，有3夸?后1

i每JXlj>扣人士娓娓描述;被偏见的尘元遮蔽的甘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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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甘肃

有涛?专家们重新搏拭理溃。我想，这大约就是甘肃文

化出版社精心组织出版甘肃立话丛书的初衷口已。

甘肃夫话丛书凡九十余册，卷帖浩繁，工程宏大，歹日

谷二步册又翔实谨严，充实饱满，文图1具鲜。这此成效殊为

不易 。这是甘肃历叉上第一套全面展示全省谷地历央文

t风税的通俗读扮 。依我看此举无论是对予人们立解

甘肃，还是辅助甘肃放劳业的发展，还是为学者们提棋

新鲜的乡土夫料，皆恙莫大斋。

我非陇人.7-陇i人丈夫 i在所知甚户，然也仪|珑上

风协久矣。如今能有结亲践陇地 s 忙里偷闲登陆吏月，登

百陆雄关币几秦月，口P明清古钟币l到 l音韵，每每注兴涟

飞，感触丛主。陇东窑洞里杏喷喷的小米粥和浓浓的秦

地乡音，让人想起华夏先祖艰难创业的遥远身影;纵贯

河西走廊的汉、明长城遗迹让人收见霍会病、匈奴单?

注来马吃边的马蹄烟尘.三可州古镇上林立的清真夸与中击石景

的小市坊，让人想起元Bj-遍布天下的穆斯林茹人、工匠

和明代的茶马互7甘情晏.如卡、楞寺的金顶主工墙，甘南革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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