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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辞

《临夏县志》的编纂出版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它是鉴古知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

于当代、有益于后代的千秋大业，它将为我县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资政、教

临夏县虽然与临夏市，积石山县于1983年分设，但历史悠久，早在新石

器时期，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千百年来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特别是近代，县境内的各族人民为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光辉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大批革命者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建立了

开放、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迈开了

1新编《临夏县志》是解放以来第一部新方志。它以唯物辨证法的观点，以

比较丰富翔实的资料，反映了临夏县的历史与现状，真实地记述了解放三十多

年来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以及成功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也详细记述了自然环

境的变异，．民族经济的特色，商贸流通的势头，民族风情的浓郁，人文政治的

梗概，一卷在手：县情在目。可为领导者提供决策的依据，为专家学者研究县

情提供翔实的资料，为文化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为客居他乡的志士仁人

打开了解家乡的窗口，为发展本县的经济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临夏县志》的问世，倾注了三届县委，县政府和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

值此志书出版之机，我谨向所有支持、参与编修县志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敬意，

并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充分利用县志的成果，深刻认识县

情，扬长避短，奋发图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为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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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临夏县志》问世了，我们祝贺它。

《临夏县志》较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本县自公元前279年(秦昭

襄王二十八年)建槐罕县始至1 985年的历史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一

部难得的研究本县历史的资料。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县者，以志为鉴一。在充满信息的当今时代，编修县志，实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有。资政、教化、存史一之作

用；它是各级领导温故知新，掌握县情，进行决策的第一手资料和依
据；它能使我们明得失，知兴替，继往开来，恢宏我中华民族之光荣

传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回顾历史，我们感慨万千．多少年来，我县无数有志之士、名流

贤达、英豪俊杰，为治国安邦，振兴桑梓，开发沃土，造福后代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建树了不朽的功业。但在长夜难明的封建时代，由于

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苛捐杂税的繁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时期，灾难尤甚，军阀混战，烽烟迭起，万民涂炭，生灵遭

横，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临夏县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黑暗中苦斗

求生。

伟大的新中国，给我县广大群众以崭新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们当家做主人，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为改

变临夏县贫穷落后的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经过32万各族人民的励精图治，协力奋斗，全县呈现出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

面对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决心要把它载入史册，传予
后世。

为此，中共临夏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 986年6月7日成立了县

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着手撰写《临夏县志》。4年多来，经全

体编纂人员殚精竭虑地努力和社会各方的关心、配合与大力支持，终

于完成了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事业．本县修志，建国以来当属

t首次，又因建置沿革多有分合，资料零乱，散失颇多，且与临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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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积石山县、永靖县之间存在着难以分解的数据交叉和内容纠葛，给编

撰人员带了诸多不便与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仍写出了近70万字的志稿。值此与读者见面之际，我们代表县委、

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为修志作出贡献的全体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并谨请专家、同行予以斧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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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例

。、一、’新编《临夏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建置、3自然地理、人

口、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财政金融、．政权、党政群团、军事、文
化教育、社会、人物构成，共"编，船章，加9节．概述，首先从

地理概况，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物，社会经济等方面，综叙县

情，总摄全书。大事记，按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原则记述。

各专业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下限截止

1985年蒇。 2j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i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的记述本县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三、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设编列章，基本层

次分编、章、节；个别章、‘节下设目。
四、本志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分散it*各专业志中，未列专

章，以避免重复。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历史年

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建国

后，系指1949年8月22日(包括艿月22日)以后．
七、古地名：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注明今

地名。

八、各种数据：’

J．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部门年报，总结等
数字。

2．由于县、市3分3合，数字尽量以现行区划为主，有些大县时

数字难以分开的，仍采用大县数字并在括号内注明。

九、数字书写：

J．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

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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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例

2．百分此亦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3．IE／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计量单位采用公斤、

米、亩等。 、j

十、本志体例为史志合一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照

片各种体裁并用。

十r、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州、县档案，

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等，经考证鉴别后-／己A．。

报刊和各部门的资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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