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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之时，新编

《湟源县志》出版问世，这是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丰硕成果，实为湟源人民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湟源县位于湟水源头，日月山下，是著名的。海藏咽

喉一。自后汉起农耕逐步兴起，唐时设。茶马互市”，集贸

日益昌盛。清嘉道之际，跃居青、藏、甘、新间重要的民

贸市场之一。有“环海商都’’之称。清末民初，英、美、

俄、比等国商人来此设立洋行，商业特盛，誉为“小北

京”。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动乱。特别是

民国1 8年(1 929年)在河湟事件中遭受屠城浩劫，全县

经济衰落，人民生活凄苦。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工农业产值成

倍增长，商业贸易日趋活跃，交通条件大为改观，科教文

卫事业均有新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

乡改革逐步深入，党的富民政策结出累累硕果，社会稳

定，经济繁荣，百业俱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历

史上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湟源修志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 905年)，由杨治平

先生撰修《丹噶尔厅志稿》，三十四年(1 908年)厅志定

稿，宣统二年(1 91 O年)正式印行。《丹噶尔厅志》



Z

是一部编写较好的方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观点陈旧，资料亦有缺误。鉴古知

今，开拓创新。为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政、教化、存史作

用，1 981年，中共湟源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撰修湟源

县志的决定，并成立专门机构，开展修志的前期准备工

作。1 987年，聘请了十位离退休老同志着手编纂。修志

过程中，全体编纂人员积极努力，广搜博采，去粗存精，

去伪存真，上承前志精华，下聚各方卓见，辛勤耕耘，精

心著述。县志上溯秦汉，下迄1 9 8 5年，以清道光九年

(1 829年)建厅后的历史为主，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的

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盛世景况，详今略古，横排

竖写。经六度寒暑，七订纲目，四易其稿，终于编写出了

一部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反映湟源特点的新

县志。

新修《湟源县志》，自始至终得到省上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专家、内行的热情指导和我县各级党政机关、群

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积极配合，所以，新县志是各方通

力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在此，谨向为其付出

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谱写了历史。县委、县政府期

望全县人民，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和衷共济，艰苦奋

斗，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湟源，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

章。

中共湟源县委员会

湟源县人民政府‘

1992年J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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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上溯秦汉，下迄1985年，详今略古，以清道光九年(1829)

年建厅后的历史为主，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二、本志以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六编组成，横排竖

写。卷首概述总述本县历史和现状，述议结合，总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佐以纪事本末体，卷末附录，辑存本县重要历史文献资料。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等体裁，以志为主，并辅以图、表、录

形式记事。 ．

四、数字除引文、历史年号外，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的试行规定》标明，各项数据主

要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并酌用有关部门统计资料。

五、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均采用朝代年号，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

中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六、名称表述、行政区划、党政机关、职官、地名及解放前的计量单

位等，均用当时名称，古地名视需要注今地名。

七、入传人物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本县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

士，立传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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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湟源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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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湟源，古为羌人居地，西汉始置临羌县。后魏废弃，改属西都县。为

吐谷浑牧地。隋属湟水县。唐属鄯城县。至德二年(757年)为吐蕃占

领，北宋时为a角n厮口罗辖地。崇宁三年(1104年)始为西宁州地。后历

金、夏、元三代，至明初为西宁卫地，正德五年(1510年)为蒙古族驻

牧。清雍正三年(1725年)划归西宁县。道光九年(1829年)分置丹噶

尔厅。民国2年(1913年)改为湟源(湟水源头之意)县。是青海省开

发最早地区之一。现为海东行署辖县。 ．

湟源，位于著名的青海湖东岸日月山脉东麓，湟水上游。西邻牧区，

东接西宁。扼“唐蕃古道”险塞，据。丝绸辅道”要冲。为通往牧区f-jp，向

有。海藏咽喉”之称。

湟源，群山环抱，千峰竞秀，湟水自西北人境，蜿蜒东折入湟中，药

水似罗带萦绕，由南而北注入湟水，全境海拔2470---"4898米，总面积

1509平方公里。中央为河谷盆地，河渠交错，阡陌纵横，林木茂密，村

舍相邻，称川水地区。盆地四周为低山丘陵区，渠道盘山，渡槽凌空，梯

田层层，绿树成荫，称浅山地区。丘陵四周为中、高山地，低温潮湿，土

壤肥沃，青稞碧绿，油菜金黄，水草丰美，牛羊盈野，称脑山地区。海拔

3200米以上，剑峰千仞，雪盖云绕，远山近岫，蓝天白云，日月山山脉

似一道插天锦屏，耸立在青海高原农牧业交界之处。．

湟源深居内陆，属大陆性气候，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气温日差

大，年差小，春季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多雨，冬季干燥，无霜期短，冰

雹频繁。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为13．9℃，最冷的元月份平均气温为

-10．5℃，历年平均最高气温为11．4。C。县城地区年平均气温为3℃，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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