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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西宁市志·城市建设志》历时12个春秋，付梓成书问世。这

是记载西宁城市建设史实的第一部专业志书，也是西宁文化建设

的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必将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发挥存史

和资政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西宁，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方志极少，特别是有

关城市建设的文献资料尤少，虽有“津梁”、“城池”等片断，但多

记实不详。这部志书，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从城市的起源开始，

沿着古城发展的轨迹，重点记述了明清至1985年城市建设的发展

概貌，尤其突出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宁城市建设的历史。它

不仅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西宁城市建设的过去提供宝贵的历史资

料，而且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帮助。 ，一

西宁城市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早在距今四千余年前，

湟水流域就连绵不断地分布着远古村落，二千一百多年前在今西

宁诞生了第一座城垣。西宁古城的盛衰沉浮，充分显示了西宁人民

群众的勤劳才智，他们栉风沐雨，辛勤而创造性的劳动，使一个经

济萧条，城市面貌落后的小镇，逐步发展为欣欣向荣、蓬勃兴旺的

现代化城市。市政公用等基础设施的长足发展，基本上满足了人民

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城市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因此，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

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要把城市规划好，建设

好，管理好，就应从过去的成功和不足之中，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纠错补缺，鉴古知今，不断地开拓前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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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间，西宁的城市建设将是黄金

时期。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西宁市必将成为高楼林立，主次交通干

道分明，车流畅通，广场遍布，绿树成荫，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

业，生活方便舒适的现代化城市。

唐庆扬



《西宁市志》凡例

一、《西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以《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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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

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

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志，

分类编纂，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题

均以事命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当。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限不

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 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986

年。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地

理沿革，间有例外。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有特定

含义的古籍原文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编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

均以原称谓为准。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

料，翔实可靠。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一

序列。各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5日西

宁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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