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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两当县志》，在历届

中共两当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县志编纂人员二十

余寒暑的辛勤工作，终于出版面世，值得庆贺。

两当从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置县，至今已有1531年的历史。清康熙、

乾隆、道光时期曾修有县志。民国30年(1941)．再次修志，但因各种原因都未能

完成。

两当虽僻壤偏深，但山川秀美，土地肥沃，人民勤劳朴实，地方色彩浓郁，民

风民俗淳朴，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在这片热土上为争取民

族解放建立了不朽功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

征北上途经两当，建立了中共两当地下工作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

风气良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县政治稳

定，经济发展，政通人和。

今修其志，旨在把历史性的变迁和古往今来两当人民努力改造自然、辛勤建

设家园、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的历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创业、与时俱

进的历史翔实地记载下来，发挥“资政、教育、存史”、教化一方、发展一方的作

用，使之前有所稽，一后有所鉴，长存与世，彰往昭来j发扬光大。

愿全县人民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继续发扬开拓创新、团结奋进、苦

干实干的两当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抢抓机遇，再鼓干劲，再创佳

绩，再铸辉煌，载人新的史册。

7 D
矿

原中共两当县委书记马相忠

2005年3月20日



序二

饱含着全县人民心血的建国后第一部《两当县志》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事。’

两当，甘肃东南门户。山川秀美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而人杰地灵。历史悠

远，可追北魏延兴四年置县，沐千载风雨，藏文化蕴藉，寻王羲之家谱遗存，嗅

中华书圣墨香；白皮松林迎客，狼牙花蜜飘香，经济特色明显，发展前景辉煌。有

史以来，各个时期的志士仁人为推动两当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

力，习仲勋等人发动的“两当兵变”谱写了共产党人革命斗争追求进步的华彩乐

章。1949年12月4日两当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新编《两当县志》，把两当历史的变迁和

古往今来人们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和全县人民创造的伟大业绩详实地

记载下来，发挥县志“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回眸历史，两当修志传统源远流长。历史上曾三次修志，民国时期再次试图

修志，但未能实现，实为一件憾事。今日，两当人民心愿得偿。通过县四大机构

历届领导和各部门单位的积极支持及编纂人员二十余载的辛勤努力，《两当县志》

终于面世出版，这对关心两当的广大读者无疑是一件喜事。请广大读者开卷阅读，

拣拾书中珠贝，欣赏两当胜景，共议发展之论，共献繁荣之策，共同关注两当走

向锦绣美好的明天!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历史在前进，两当在发展，勤劳智慧的两当人民发扬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苦干实干，只争朝夕”的两当精神，抢抓机遇，奋力拼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彩续写好两当历史的新篇章!

盛载着两当厚重历史的百万巨著捧在手中，感到沉甸甸的份量。可谓

与历史对话，观古今之变，知千年兴衰。愿两当人民在继承历史，发

础上，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而再载史册!

中共两当县委书记张时

2005年8月8日



序三

新编《两当县志》出版，完成了半个多世纪来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o ； ，． 。 j’

志书。乃记载历史之工具，古往今来，历朝历代，诸州郡县，盛世修志，意

在鉴古博今，借鉴过去，启发后来，“资政、教化、存史”o志，意在正人心，厚

风俗。两当历史上曾修有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年间三部县志二j’

两当县，古称故道县，置于前312年。北魏拓跋孝文帝元宏延兴四年(474)更

名两当县，距今已1531年。两当为陇南东大门，处秦蜀之咽喉，山川秀美，土地

肥沃，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自古英才辈出。当今发展，更是辉煌o

《两当县志》的编纂，时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县安定繁荣时

期，1985年始，经历届县委、政府部署，修志人员20余载之艰辛，他们或到外省

市县，或深入乡村民间、厂矿企业，精查资料，苦涉史海，尊重历史，缜密谨慎，倾

注全部心血汗水，完成纂修，经市县审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两当县志》o

读《两当县志》，历史展于胸前，县情尽收眼底，实乃本县之教科书典o ‘：

适逢西部大开发，吾愿全县上下继续努力，抓机遇，谋发展，求进步，构建

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生活，业绩后志有载。
、

‘
口

两当县人民政府县长辛海生．
： 2005年8月8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o
1’

二、本志立足当代，详近略远。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或有资料可查之年

限，下止2003年，‘个别内容有延伸。 。

三、本志体例为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辅以照片。

四、本志由三部分组成，首设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中置各专志，

末缀附录和后记。各专志结构为章、节、。．目三个层次，事以类从，横分纵述。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用旧纪年，但在括号内加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历史地名首次出现，考确者在

括号内加注今名。 ．
。 。

六、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1949年12月4日前后，“建国前”、“建

国后”系1949年10月1日前后o ，’ ，。

，

七、本志用字除必要的繁体字外，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

表》为准；数字用法以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占

八、本志所用资料，多源于历史书籍、地方文献、档案资料和调查采访，’经

考证鉴别后载人。

九。本志统计数字，一般采用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计量单位及符号以中国国际单位推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

位名称与符号(试行)》为准。

十、本志所记人物，分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三种形式。人物传略

收录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影响的已故人物，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人物简介

选介少数在世知名人士；人物表录收录各个历史时期的其他人物，均以本县籍为

主，亦有少数客籍人物。人物中未注明民族和女性者，皆为汉族和男性。



十一、本志注释一般采用文内注，较长的用脚注。引文中的繁体字以简化字

代替，加注用()号，加字或补字用f1号，改正错别字用<>号，表示缺字或无

法辨认用口号。

十二、本志遵循三级审稿制度，经中共两当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编委会，

中共陇南市委、市政府，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三级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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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并人徽县，7月徽县与成县合并为徽成县，1962年1月恢复县制；1985

年6月由天水地区划归陇南地区；2004年6月陇南撤地设市，两当县为所领九县之

一o

两当县地处秦岭山脉北缘南麓，徽成盆地东北端，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呈

马鞍形，平均海拔约1400米。南面的广金、云屏、站儿巷等乡镇属秦岭北缘，北

面的太阳、张家、左家等乡属秦岭南坡，境内群山错峙，万壑分流，奇峰突兀，平

均海拔1500米左右，位于张家乡北面、陕甘两省交界处的透马驹峰，海拔2738米，

为县境内最高峰；中部的城关、杨店、西坡、兴化、鱼池、显龙等乡镇属徽成盆

地边缘地带，为土石质丘陵河谷区，境内梁峁蝉联，岗峦曼延，谷深坡陡，平均

海拔约1 100米左右，永宁河与嘉陵江汇合处海拔773米，为境内最低处。

两当县处东经1060 127-1060 34’，北纬330 30’一340 15’之间，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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