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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宜川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普通的山城。这里沟壑纵横，川塬相

间。境内有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气势雄浑，令人神往o 70年代，我曾
经在这里工作过六年，．’我热爱那里的人民，也热爱那一方土地c：今县志
付梓之际，甚为慰藉；热诚祝贺!

新编，<宜川县志>，经编志人员的竭诚努力，历经十载l反复论证，
字斟句酌；‘结构严谨，资料翔实；今古皆笔，略古详今，，内容丰富，是
一部成功的志书。它集览宜川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地质资
源、风土人情，真实地反映了宜川县社会历史的兴衰更迭和自然环境的

交迁，，为领导机关实行有效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
信证的资料j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o．

’宜川县有其古老辉煌的历史。民间流传着许多大禹治水的传说，虽
无史料可考证，．但总归可以从中追溯一点先民活动的历史足迹。宜川自
唐高宗永徼二年(公元651年)起就一直为陕北的重镇。作为’县的建创
始于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原名义川县，t北宋太平兴国元年

(公元976年)，因避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遂被改为宜川县。这虽是l一

个历史的不幸，不过我以为宜川也还是一个祥和的名字。到了现代，；勘

劳勇敢的宜川人民，为了自由解放，前仆后继，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
顽强的斗争，写下了更为光辉的历史o 1926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刘志丹、谢子长曾在这里培养了早期的共产党人，播下了革命的种

子，壮大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八年三月，历史上著名的“宜川瓦子街”

战役的伟大胜利，使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o，‘在这

一战役中，宜川人民奋起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
宜川县也获得了解放，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四十多年来，人民当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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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我先后在宜川工作过九年。先一段是大跃进的年代，当时宜川黄龙
合县，。我调到秋林公社担任书记约两年余。后一段是“文革”期间，我
担任宜川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为时六年多o。 ·．· ：．

我们这一代人，-风风雨雨，经历了共和国的各个历史时期，而，“大
跃进"和“文革”这两个特殊时期，我都是在宜川和宜川人民一起度过

的，。因此对宜川，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记忆o’现在我又在延安地
区工作，宜川又是它下属的·个县。因此‘，．’当i<宜川县志>修成，’7宜川
的同志们约我作序时，我欣然从命o ，

·

’，’ ‘，‘：!．‘

、：’’地处秦晋咽喉地区，j依偎华夏母亲河黄河的宜川县；大概是我们的

先民最早活动、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o《水经注>．·中说“禹治水，：壶口
始”o“天下黄河一壶收”的黄河壶口大瀑布，．就在宜川县境内。滔滔黄
河，，在经过千里奔腾咆哮之后，在这里，数百米宽的扇面突然缩成几十

米，跌入一个深深的壶牛，从而开始完成它从高原向平原的过渡，’给这
‘一块地面留下了一处天下奇观，令世世代代墨客骚人，在这里屡屡发出
“江山如画”的喟叹o．

·

，·． 一 ．_：√ ．’．‘’

’．离壶口下游约．四五百米处的黄河河心，．至今仍留有一块巨石，：叫作

孟门山o．史称，大禹就是化为白熊劈开孟门山，放黄河水南流而去，‘。；从
而开始他治理华夏水患这项巨大工程的二j宜川入则说，，大禹的妻子涂山

氏‘，就是宜川人，+所谓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典故，．就发生在宜
川o．记得，．宜川人称大禹一般不称禹王爷，’而称“姑父!，壶口附近的

好几座供奉大禹的庙，‘当地人一般不称禹王庙而称。．“姑父庙，二，俚语、

村言，。信可：i不信亦可。不过，人民对于那些曾经做过好事，，．曾经造福

于社会的治理者们的千秋敬仰之情；j这里可见一斑o。 一．：?
·‘

．在中国当代史上，宜川这个山区小县，：曾有过两段历史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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