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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呈现在我案头的《化隆县志》，是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化

隆县志编委会的同志嘱我为其写序，作为化隆籍人，能为家乡的方志做

一点有益的工作，自然是很高兴的。我对方志缺乏研究，但即承斯托，便

当勉力命笔。

化隆县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化隆又系多民族聚居之地，千百年来，各族

人民世世代代逐水草而游牧，设屯田而耕作，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创造了具有高原

特色的灿烂文化。境内古文化遗存如马家窑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

等广布于黄河北岸的第一、第二台地及浅山干旱地带，充分显示了化隆

悠久的历史渊源以及与中原文化的融汇和联系。化隆东汉时曾隶属金城

郡，北魏景明三年(502年)始置县，东晋设湟河郡。隋时属浇河郡、西

平郡，唐宋时设廓州，明朝属西宁卫，清朝设巴燕戎格厅，民国改巴燕

县，建置数经更迭。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化隆基本上是一个封建的、宗法的、封闭的社

会，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

展，加上战争的祸患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化隆各族人民一直挣扎在水深火

热之中。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挣脱

苦难的枷锁，获得解放，当家做了主人，化隆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4年成立了化隆回族自治县，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愿望。42年来，在

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化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认真贯

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坚持用现代科

学技术改造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社会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化隆各族人

民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族团结，各项事业

日新月异I飞速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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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当此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之期，乃是纂修地方

志书之时。为使先辈辛勤劳动所开创的业绩不致泯灭，把解放以来全县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存之史册，特别是反

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盛世景况，化隆县志办的同志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和心

血，利用搜集的近千万字第一手资料，编写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化隆县

志》。

有关化隆县情的史料，只在《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碾伯所

志》以及《安多政教史》、《甘宁青史略》中有零星记载，而《化隆县志》则第

一次比较准确、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了化隆县的过去和现今，客观地

反映了化隆的历史全貌，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它是化隆历史发展的忠实

记录，是县情教育的重要教材。这部县志贯穿古今，体例得当，结构合理，

文字简约，既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化隆历史的本然，又科学地讲出了化隆

历史的必然，明白晓畅，严谨切实，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方民族特色，可

信、可取、可读。温故而知新，读这部县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化隆所走过

的道路，了解先辈的丰功伟绩，而且从中可以引发思考，吸取营养，总结

和借鉴经验教训，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县志办的同志本着去伪存真，

求是据实直书的精神，对化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

物以及风土人情等，逐项进行了采访、研究、考证、整理，有所取、又有所

舍，有所详，也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难免。一部

县志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文采兼备，殊为不

易。县志办的同志积数年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可喜、可贺。

《化隆县志》的出版，裨益当代，惠及子孙，是全县各族人民文化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进一步促进全县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付印在即，谨具数言，是为序。

注：宦爵才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宦爵才郎

199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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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青海古属羌戎地，居《禹贡》雍州西徼，其时尚属域外。羌戎为中

国最古老民族的一大宗，是后来华夏族的主干。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

前79年)，在今青海省东部置金城郡，初治允吾，即今民和县下JIl口。金

城郡西南即与今化隆县接壤，同居黄河之险，为青海的门户。汉宣帝时

赵充国定湟中，先后扩置破羌、安夷、临羌三县，都在湟水流域，而破

羌、安夷，均南与化隆为邻。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以牛邯为护

羌校尉，在今化隆甘都镇筑亭，即以邯为名，于是今甘都川I便有了邯川I

之名。亭燧主要是戍卒防守和驿传的设施，说明那时在今化隆境内尚未

建政。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金城太守侯霸在东西邯置屯田

五部，并及于今甘都JIl上游的群科尔川置逢留二部·说明这时的化隆川I

水地区已有了行政区建置。经过屯田，到了后魏时，便在今群科尔川设

置了广威县，553年改称化隆，化隆之名始于此。其后唐又避玄宗讳曾

一度改称化成。在自晋、南北朝至唐的历史过程中，于今化隆县境内，历

设达化、宁塞二郡；达化、米川I二县和廓州，上连浇河州(今贵德)，下

接积石州(今循化)，均偏在沿河’一线。自宋迄元，这里又是口角厮口；西夏、

蒙古、金与南宋的交争地。明设碾伯守御千户所，清初设碾伯县，将原

设在今民和的巴暖三川I营移到今化隆县所在地的巴燕镇，并置摆羊戎格

抚番通判厅。民国初改县，初名巴戎，继改巴燕，最后仍复名化隆。摆

羊戎、巴戎、巴燕，都是一名的异译，得名于今县城所在的拔延山(今

俗称马营山，实即小积石山脉)，意谓近城山形似右旋莲花，而戎则谓藏

族之从事农耕部落，化隆原十族昂索所属藏族都从事农业，同于古羌族

入中原的允姓之戎，九州之戎的称谓。

从以上化隆建县的经过，不难看出这块地方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

的特点来。首先是它地处青海省东南大门、依山面河，既是仰韶文化西

渐的通道，又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贯通内外的要津。邯亭和邯川城之

设置，都在今甘都JiI；贯友在逢留河上造河桥，在沿河筑城坞，都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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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尔川。隋炀帝西巡征吐谷浑，大猎拔延山，都是显例。今李家峡和

拱北峡(今作公拜)，均留有当时河桥遗址。宋时曾以口自厮口，后裔阿里骨、

瞎征先后为宁塞郡公。迨金占乐州、西宁州、廓州后，又将廓州割让给

西夏，于是廓州又成为西夏进入积石州的孔道。南宋末，蒙古军占河州、

积石州，廓州又成为其进据西宁州的要道。说明化隆在历史上是个多战

之地，其军事地理，甚为突出。

次就民族来说，此地在汉时，即为无弋爰剑子孙烧当、迷唐羌等游

牧和往来争持地。吐蕃时代，除吐蕃大军往来，作为后防外，并陆续在

黄河南北移民垦殖，今化隆十族昂索所属和同仁热贡昂索所属，都是其

时遗民，连口自厮Ⅱ罗也传说是亚陇觉阿王系的后代。说明羌藏都是这里的土

著。吐谷浑与元明以来的蒙古，也先后都曾在化隆地区活动过，藏语称

早期蒙古和吐谷浑为“贺尔”，今化隆藏族聚落和回族村庄，多有名为

“贺尔”或“贺尔加”的。明代西海蒙古的达尔加部，曾一度游牧于化隆

东山一带。回族自明末清初起，更是化隆近代的主体民族，大体是从民

和、河州(临夏)迁入。同、光间回族反清，其青海首领即为化隆的马

文义，马桂源、马本源曾一度分别为西宁府知府和代西宁镇总兵。与回

族同信仰伊斯兰教的还有撒拉族。化隆与循化接境，撒拉族在循化兴盛

后，逾河发展入化隆，因于循化八工之外，又有化隆外五工的产生。实

际上外五工中，除甘都工有几个大村庄为撒拉族的移殖外，其它卡力岗

工、上水地工、黑城子工、十五会工大多均为回族，而卡力岗工且多为

藏族改信伊斯兰教者。卡力岗、上水地两工仍多操藏语，可以说是撒拉

八工的外延，民风朴实而强悍。至于汉族，则是随官署的设置而来的，多

居住在城镇或其附近，并聚族而居，人数亦少，大多务农。

藏族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化隆藏族由于宗喀巴大师的影响，大都信

仰黄教。而藏传佛教的传播和黄教一派的昌盛，都与化隆有很深切的因

缘。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摩灭佛，当时有藏饶赛等三位僧人逃

来青海，在化隆丹斗寺剃度该地喇勤·贡巴饶赛为徒，传授佛法。喇勤

后来又教卢梅、楚臣喜饶等十弟子受戒，在其娴>--j经典后，便命他们先

后赴吐蕃弘法；同时又由印度、喀什米尔等处请来阿底峡大师在阿里弘

法。这两路弘传，便使得佛法在西藏又复兴起来，在吐蕃佛教史上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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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宏期’’。化隆丹斗寺和喇勤便由此知名。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幼

时在今化隆夏琼寺活佛曲结敦珠仁钦座下受戒习经，后赴藏创立黄教，

成为藏传佛教最驰名的大师。夏琼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三个学院，为

黄教著名寺院之一。该寺住持活佛多有盛名。今住持夏日东活佛，曾任

青海民院教授，现为北京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授，为班禅大师生前所倚

重，这也与藏传佛教和民族文化有密切关系。宗喀巴在西藏进行宗教改

革，其弟子释加也失受明王朝封为大慈法王。至清初黄教活佛达赖、班

禅相继受封，建立了活佛转世和政教合一制度。这都与宗喀巴宗教改革

密切相联，而宗喀巴出生地塔儿(俗讹为“尔”)寺也成了藏传佛教五大

寺之一，驰名全球。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产生发展与消亡将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在民族地区，人类的知识和文化，总是与

宗教密不可分，甚至还与民族问题相关连。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关心

和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化隆作为宗喀巴大师受戒故地，又是民族区域自

治县，正确对待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改造，才能更好地加强民族团结，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化隆虽在历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但地瘠民贫，生产极为落后。解放

后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路线，在普

及提高文化教育、．发展农牧业生产、进行城乡交通建设、提高人民生活

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农牧业生产和

水利建设的规划、矿产的勘探和开采、城乡与三资企业的兴办等方面，更

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化隆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将在西南与西藏、四川I，西北与新疆，东与甘肃联为一条大动脉，在祖

国行将到来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中，上一个新的台阶。《化隆县志》的

编纂，不仅弥补了迄无志书的缺陷，且对今后本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提

供了具体的资料依据，这是值得庆贺和赞扬的。

《化隆县志》在省志编委会的指导督促、县党政领导积极支持领导

下，通过县志办公室诸同志的辛勤工作，进行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甄审；并

经过实地调查与勘察，数易其稿，终于编出了这部志稿，不仅贯通了古

今，且完整地记录了解放后四十年来的各项建设成就；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将会真正达到资治、存史和教育的目的。由于我出生于本县甘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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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化隆县志》是我县第一部志书，她的问世是化隆县文化史上的盛

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为认

识化隆、建设化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可喜可贺。

化隆县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里山河壮丽，八宝山、马阴山、毛

洞山横贯东西，矿藏资源丰富，其中镍、铜、钴、钯等有色金属和石英

岩、石灰岩、大理岩等非金属矿有广阔的开发前景。黄河沿县境南穿流

而过，李家峡、公拜峡、积石峡等著名峡谷罗列县境内，具有得天独厚

的水利资源优势。黄河上游国家级三个．大型梯级水电站及几个中、小型

水电站均在其间，既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又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县

内有脑山、浅山、川I水等耕地总面积五十余万亩，粮食年总产量超亿斤，

油料、豌豆、t蚕豆等农作物和“三红’’苹果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这里

有广阔的草山、草坡，自古有畜牧业生产传统，迄今在国’民经济收入中

仍占重要地位。八宝山林区的赛岗峡风光秀丽，藏传佛教古刹夏琼寺、丹

斗寺久负盛名，均系参观旅游胜地。

自古以来，化隆多民族聚居，民情淳厚，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

开发和建设了这块土地。现在，这里已成为以回族为主体，汉、藏、撒

拉等12个民族，20万人I：1的回族自治县。．新中国成立以来，化隆县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业、工交、

财贸、教育、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我是土生土长的化隆人，是共产党培养成长起来的回族干部，亲眼

目睹全县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兴旺景象，

由衷地高兴。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化隆县经济基础薄弱，在工

农业发展水平及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还比较落后，需要继

续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有幸参与组织《化隆县志》的编纂工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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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甚感欣慰。《化隆县志》立足当代，详今明古，客观地记述了全县的

历史和现状，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字简明

的要求，突出了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经济特色，具有“资政、教育、存

史’’的作用。

编修《化隆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虽然起步较晚，

但工作扎实，修志队伍稳定，进展迅速。从1986年9月成立县志编纂委

员会，设立办公室后，在中共化隆县委领导下，县政府组织各单位、各

部门、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又承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大力支持、专家学者

和修志同行的热心帮助指导，全体编写人员历时六载，辛勤耕耘，精心

撰修，数易其稿，终于使得《化隆县志》顺利成书，值此即将付梓之际，

我代表编纂委员会作序，并以此向为《化隆县志》出过力、花过心血的

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s马文焕，化隆回族自治县县长。

马文焕

1993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及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

物七编和附录共十部分组成，主要部分采用编、章、节、目四级结构形式。

二、本志内容上限追溯到汉代，下限至1985年。其中“人物编·人物

传"下限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栽。采用现代语记叙

文，引文使用原文，不作注译。

四、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县、省档案和甘肃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案资料。对正史、旧志、报刊、家谱、专著、统计、口碑等资料，经核

实后亦有采用。

五、人物编分传、表、录三个层次。立传人物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

和“本籍为主”的通例，按卒年先后排列。

六、纪年方法，新中国成立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

后采用公元纪年。志中所用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4日化隆县解放以前

或以后。

七、历史政区与机构名称，均按当时名称。地名记述现行地名，一般用

标准地名。

八、数字统用阿拉伯文，以县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

九、计量单位个别地方用市制，一般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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