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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文物志》编写完成了，将打印的征求意见稿送给

我提意见，并要我写一个序和题一个书名。我考虑了很久，毡于

我的文章和书法两者的水平都甚差，未敢下笔。但是由于嘉峪关

和文物志两者又都和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加上编写人的盛

意，不能推辞，只好恭写了一个书名并写了一点感想，以作为我

对此书的祝贺。
’

．

我对万里长城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从古建筑维修引起的。全

国有计划地维修古建筑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古建筑中首先

要修缮哪些重要的项目呢?当我们正在拟制规划的时候，当时任

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同志便提出要修长城的

意且。从行政关系来说，他正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也就是一个

指示。当时文化部文物局的郑振铎局长十分重视这一意见，把这一

任务交给了我，并选定了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和嘉峪关三处作

为重点地段进行维修。当年我就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居庸关，山海

关的维修进行了勘查设计。嘉峪关因为保存较好，1950年又曾经

抢修过，所以没有去，但以后的历次维修我都是积极支持和参预

过的。自此以后，我便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工作中经常找

机会对长城进行调查研究。越进行调查研究越觉得长城的确是伟

大。她那雄伟的身影，坚强不屈的性格，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的

象征，不愧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不愧是人类的历史奇迹。。

嘉峪关为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起点，，茫茫戈壁，皑皑祁连，
’

王



关城高峙，楼堞接天，气势非常雄伟，在万里长城的雄关隘口中

要算保存得最为完整者。凡来嘉峪关参观者莫不歌之赞之。嘉峪

关确是称得起是万里长城的一颗明珠。
。

：

嘉峪关市，是一个新兴的重工业城市，为我届西北的重要钢

铁基地。她以嘉峪关来命名，更有着重要的意义。古关新市，

在细心的规划安排之下，古关得到保护，新市得到发展，可算是

相得益彰、相互增辉的一个佳例。这亦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

”‘在嘉峪关市辖区之内，除了嘉峪关和长城之外，还保存了几

千年来相继遗留下的珍贵文物，如古岩画、汉简，画像砖，石

砚，，丝绸等。它们与雄关古塞一起以实物的形象诉说着嘉峪关悠

久的历史，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壮丽的钢城，在

古“丝绸之路"大道上，迈开新的步伐，劬造新的历史奇迹。

，． 再谈谈文物志·根据我三十多年来从事文物工作的体会，编

写文物志对文物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事，

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一直想为这一工作尽一点微薄之

力．'来推动这一工作。1980年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我起草了

_食关于编写文物志的文件，将这一工作列为讨论的项目。在这个

文件中我把这项工作称之为传之后世的“千秋功业”。我现在还

认为是如此。试看几千年来历史上有多少珍贵文物，由于种种原

因，烟消云散，但有些珍贵文物的片言只字或图画形象还借各种

专书，专志或其他记载留传下来了，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历史

生没有认识到，也没有条件进行全面的编志工作，所以很多的文

物古迹、文化珍品，不仅本身无存，连记载也难寻找了，这不能

不是件憾事。 ’、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上地下文物经过普查和发掘，数量之丰

富可以称说是誓空前所未有芹l同时出现的一个情况也是空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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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一个历史转折，新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行，随之

沉睡在地下几千年的文化遗存被挖出来了，在高山幽谷，闹市尘

寰的古建筑如果我们不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是历史的损失。当然

保护文物本身又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这里不去讲

它。而另一方面运用中国传统的写志书的办法把这些地上地下的

文物记录下来，它对研究历史，传播历史知识，弘扬祖国文化是

必不可少的工作，同时也是保护文化遗产，使之传之后世更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

‘

．

二

·现在，+《嘉峪关市文物志》已经编修完成了，内容非常丰

富，在体例上继承了传统的志书写法，并有所改进创新，尤其是

运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图和照片，更加形象化，科学化了j体现

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水平o
9

．

正如《前言》中所说的，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还有不足之

处。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不可苛求。因为历史还在发展，地下文

物还在不断发现，‘地上文物的情况也还会有变化。再过十年八

年，几十年，文物志还会再重修、再增补，也可能还有各种专书

专志出现，那将是以后的事了。然而《嘉峪关市文物志》今天完

成了，就是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任务。
”

，’

我借此机会写了一点个人的感想，以为庆贺。特别是此书是

在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前夕完成

的，更具有深刻的纪念意义，也应在此记上一笔。，． ，。

’

罗哲文
1984年国庆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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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是著名的古“丝绸之路”要冲之地，后为明万里长城

话端的重要关隘．声名远播。嘉峪关市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多，

现保存尚好的有古建筑、关隘，墓葬、岩画，画像砖，碑碣等。

这些文物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见证，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同时也是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

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o

根据嘉峪关市的地方特点，文物部分应是市志的重点内容之

一，将列为一“编”。但考虑到作为全志的一个部分，会受篇幅

限制。为了保存较为详尽的备查资料，为了读者的便利，我们特

单独撰写《嘉峪关市文物志》。市志中的“文物编黟将在此基础

上另行撰写o ，

《嘉峪关市文物志》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求训致用"的原则，力求客观地记述本市区域内的文物古迹。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在以往普查的基础上，对重点文物曾再度普

查，采用了最新资料，尽量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本志用语体文撰

写，述，记、志、录相互为用，辅以图表，照片，与文物古迹有密

切关联的文献，诗词和传说等材料亦选入，以求系统完整，增加

书的可读性。时间上溯古迹产生之年，下以公元1989年底为限。

《嘉峪关市文物志》是在嘉峪关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市志

办公室从1982年起，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编纂而成的。书稿经过

了全国十城市志稿评议会评审，市志编委会多次开会审订，于

0 ．



1984年曾付梓试用。现经重新增补修订，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

出版。副市长，市志编委会主任龚雪泉主持编纂工作。高凤山、张

军武撰稿(其中“景观"一章由赵详文撰写)。薛长年，赵详文，

、谌国祥编审。巨金虎，宋廷显摄影。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市档案

馆、市文物管理所、酒泉市博物馆等单位，在查阅资料方面给予

大力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种种原因，书稿疏漏、失当，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

批评指正．
’

矗峪关市志办公室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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