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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出版社的贾斌总编辑、唐兴汉编审受中共甘谷县委书记杜松奇委托，请我为

<甘谷县志>作序，我欣然应许。这不是因为我在民政部负责行政区划和基层政权建设等方

面的工作，也不是因为甘谷县是贾斌同志的故乡。主要原因是这本县志的包容量相当丰富，

而甘谷县又是我国春秋时代(周庄王九年，公元前688年)最早建立的县之一(当时名冀
●

，

县)。 ， 、I

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我对甘谷县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且也为<甘谷县志>编纂

者较高的编纂水平所感动。<甘谷县志)是我已经阅读过的县志中一部很有特色的志书。纵

观该志，其特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能把握正确的历史观点。编纂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

各项事业发展的成败得失，是非鲜明，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揭示了事物发

展的主流和本质。编纂者剖析历史，直书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顺逆，不回避挫折和失

误，突出社会主义新县志为党立言、为社会主义立言的时代特点，从而达到认真记述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成就，·激发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的目的。

二、资料翔实。通读全书，使人觉得言之有据，所用资料都有出处，主题资料、背景资

料和佐证资料齐备，较好地反映了各种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三、体例完整。序、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搭配得当。在科学分目归类的

基础上。详略得体，使地方、时代、专业特色比较突出。

作为一部好县志，它的成功之处是多方面的，简单评述，自然不免挂一漏万。包括甘谷

在内的天水市，是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签的“羲皇故里”，是周、秦王朝祖先的发祥地，也

是著名的古丝绸之路交通要冲，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这里，历史上曾

诞生过像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石作蜀，汉代的飞将军李广．三国时代蜀国大将姜维等英

杰。史载李白是这儿的成纪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落在这里，并留下，诗作80余首。

所以说这块土地有着丰富宝贵的人文资源。<甘谷县志>以它来自祖国大西北的淳朴和鲜明

个性。为我们提供了属于她的翔实的历史资料，成为我们了解我国西部世界的窗口之一。相

信人们会接受这部志书，并会给以肯定的评价。她的成功之处也可作为编写志书的一种借

鉴。这就是我的一点诚恳的希望。

‘作者为J中?人民共和国民政部_部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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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可以知今。读史使入明智。县志作为地方之史，记述域内地理风俗，人物名胜，反

映一地社会历史的沿革变迁，经济文化的得失利病，邑人乡贤的精神风貌，提供认识和研究

县情的资料，服务子社会，服务于经济。至于整理典籍，保存文献，其入文意义更为长远。

盛世修志，<甘谷县志>成书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年之际，值得庆贺。

甘谷山JIl秀美，历史悠久，民风淳4'1、，人文鼎盛，古有陇上名区之称。境内巍巍朱圉雄

峙，滔滔渭水长流，，名山大川，载予<尚书>。甘谷又是史籍记载中华大地最早建县的行政

区域之一。汉晋时期，这里曾是汉阳郡治、凉州州治、秦州州治所在，为当时陇上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不少仁人志士。地方父老耳口相传。华夏人文初祖太昊

伏羲氏即诞生于县南“古风台”；当年大禹治水，导渭于河，有遗迹在；春秋时期即有学子

石作蜀负笈齐鲁，游学洙泗，9ili从孔子，名列七十二贤；称为“奇才”的名将姜维，在三国

后期继承诸葛事业，力撑蜀汉半壁江山，事虽未成，其功不没， “远志”风范，遗泽后世。

在现代，甘谷亦有无数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创立和建设新中国奔走奋斗，洒

血捐躯。古今先贤、革命英烈为甘谷地方进步，人民幸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长期以来，在物质生产活动方面，甘谷人民一直受人多地少，灾害频繁，资源短缺的困

扰。也由此形成甘谷农业经济的某些特征。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使渭河川道地区农业单产

水平闻名遐迩；易于接受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形成甘谷较为繁多的农作物种类；大批农村

富余劳力务工经商，促进了甘谷城乡发展较早的工副业和商贸业，宋有“茶马大市”盛名，

明享。商旅之家”美誉。长期同困难作斗争，锻炼了甘谷人民善于寻找机遇，以求生存发展

的聪明才智，踏实肯千，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甘谷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干扰。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甘谷人民在全身心投入经济建设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精于务农，善于经商，

长于工副业的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有了用武之地，从而创造了空前业绩。全县商贸流通业蓬

勃兴旺．开富民富县之先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先进实用的农

业科技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相结合，推动了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迅速发展，形成农村经济新

的增长点；持之以恒的农田水利建设，使农业基本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利用当地特殊的气

候水土资源。以甘谷辣椒为代表，蔬菜、果品、药材等地方名优土特产品已经形成一定的商

品优势；以服装加工和建材建筑业为特色，地方工业生产呈现新的发展势头；发挥当地自然

景观和入．文资源的综合优势，以大像山、姜维墓、蔡家寺等为代表的名胜景点左右映带，构

成陇上黄金旅游热线；交通通讯事业的长足发展，辅之以大规模城区市政设施建设的开发，

县城旧貌换新颜，全县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诚然，由于自然资源的贫乏和十年九旱等自然灾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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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制约，甘谷奔向小康的道路还比较崎岖。但是，甘谷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再创辉煌的

基础和环境，56万甘谷人民正在为甘谷的繁荣发展尽心竭力，艰苦奋斗。远在四面八方的

甘谷儿女也在以各种方式关心支持家乡的腾飞，甘谷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一个社会进步。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甘谷．一定会出现在新的世纪。

<甘谷县志>的编纂，始于80年彳弋中期，迄今十有余载。因系甘谷第一部新县志，前无

借鉴，事无定论，编纂人员又屡有变更，故许久编辍不定。我奉调甘谷工作有年，冀城十霜

敢蹉跎，常把渭水当洛河。深深热爱这个第二故乡，力主尽快编成这部县志。1995年兼任

县志编委主任后，遂主持拟定大纲，拨款增人，督其进度。为使协调工作更为顺利，后又应

邀出任主编，虽深知力有不逮，但既有利于早日成书，只好勉为其难，努力从事。好在各位

编志同志孜孜砣砣，乐此不疲，历时年余，得定初稿。兹后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增删修

改，数易其稿，并经市志编纂委员会审定tD"<甘谷县志>终得付梓。 ‘*

从来稼穑艰难，笔耕不易。。<甘谷县志>既凝聚了编纂人员的心血，又是县内外参与、

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人们共同的劳动成果。能否在叙述史实、表达观点、体例编排、语言

运用等方面达到应有的水平，当待读者评判。唯愿县内外贤达通人并各界朋友多予批评指

正．使其不断完善。也希望<甘谷县志>的面世，能给全县人民扬帆奋进、开拓未来鼓劲添

力；给县内工作人员尊重历史，服务现实提供借鉴；给外地客商和旅游人士了解甘谷和观光

问俗提供向导；给全县青少年一代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提供教材；也给后来编志者存留

一段较完整的历史记录。乃为之歌日： ，

j～+ “

朱山苍苍，渭水洋洋；建县最早，史乘之光。姜维故里，文化古邦；遗风善政，源远流

长。改革开放，民富县强；再接再厉，齐奔小康。县志编成，其用孔张；’一卷在手，长发其

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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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搜集必要的史料。重点反映社会主义阶段的情况，突出时代性、地方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二、本志认真贯彻(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在对旧志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注

重创新。体例采取概述、纪、志、传、图、表、录的形式，以专志为主体，图表随附，其结

构分编、章、节三个层次。 ‘
一

三、本志篇目设置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统编历史，横排竖写，以先自

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次序排列。 ，

四、本志断限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1989年(大事记、名人录延续到1996年)。

五、本志叙事范围，以1989年行政区划为准，分志以1989年业务分工为准。

六、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按历史朝代记载，并括注公元纪年，如唐武德三年

(620)、秦武公十年(前688)；1949年以后，则以公元纪年或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写为

。建国前”、“建国后”。凡以农历记述的，则注明农历，并括注公历。

七、称谓：对于历史政权和职官，按时间先后称“县署”、“县衙”、“县政府”、“县人民

政府”、“革命委员会”、“县令”、“县长”、“知县”、“主任”等。对于人物，直呼其名。不冠

不缀“同志’：、“x长”、“x x分子”等褒贬词语(引文例外)。古代地名按历史习惯弥，括

注今名。现代地名以<甘谷县地名资料汇编>为准。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突出人民群众的原则。对推动历史卓有贡献的已故人

物，．不分籍贯、职业、身份，以出生年月为序，一般立传入志。对于卓有贡献仍在世的人

物，采取传事不传人的方式记入有关章、节；凡地、师级以上命名的革命烈士，以殉难先后

为序，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凡县、团级以上党、政、军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列入

“党、政、军中级以上干部简表”，有专业职称者注明其职称，不再列入“中级职称以上人员

简表”。已获中级以上技术职务的科技人员，则列入“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名录”。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以现代规范文字记述，对个别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人名、地

名，仍用繁体字。

十、本志统计数字：·般使用统计部门的，业务部门记述专业志不涉及统计部门统一统

计数字的则用业务部门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各种比值数用“％”号或“‰”号表示。

计量单位、历史数字、引文数字沿用旧制。统计表格内凡有空格的为数字不清楚或无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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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天水市西北63公里处，为古丝绸之

路南路分支和唐蕃古道必经之所，东连北

道，西接武山，南邻秦城、礼县，北靠通

渭、秦安，总面积1，572平方公里，人口

52．5万。县内总体地貌南高北低，渭河横

穿全境。其河谷区地势平坦，土层深厚，灌

溉条件良好，适宜于粮食和经济作物生长，

有“金腰带”之称。渭南为阴湿山梁区。前

山地带黄土覆盖，宜种植粮食和果蔬；后山

为深度切割石质山区，有10余万亩天然次

生林和广阔的草地，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

质天然资源。渭北为黄土梁峁沟壑区，土层

深厚，沟壑纵横，气候干燥，宜种植粮食、

油料、药材等。全县降水分布不均，年平均

为472毫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

温10．1℃，年日照率为48％。

甘谷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

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西周时为秦地，周庄王

九年(秦武公十年，前688)置冀县，为全

国最早建县的地方之一。北魏称当亭，北周

称冀城，唐武德三年(620)，改为伏羌县，

民国十八年(1929)，更名为甘谷县。历史

上，这里曾是天水郡、汉阳郡和凉州、秦

州、伏州等州郡治所。1949年8月5日甘

谷解放，从此，甘谷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1958年12月，与武山县合并，‘1961年

12月恢复原甘谷县建制，现属天水市。

甘谷得历史文化之先，人杰地灵，英才

辈出，加之物华天宝，山川锦绣，倍受世人

青睐。传说诞生于县城西南古风台的人文初

祖太吴伏羲氏，开辟中华文明，位列三皇之

首。周敬王元年至庄王四十一年(前519一

前479)，石作蜀游学于东鲁，。投师孔子门

下，潜心求学，名在七十二贤之列，传播儒

学，大兴私人办学之风。影响十分深远。东

汉永初五年(111)，杜琦、杜季贡兄弟联合

汉、羌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纵横驰骋，所

向披靡，震慑东汉王朝，掀起了三次历史上

有名的羌人大起义。三国时蜀汉名将姜维，

被诸葛亮誉为“凉州上士”。委以军国要事。

披肝沥胆，心存兴复汉室大业，殚思竭虑，

以孤师一旅撑蜀汉残局，南征北战，九伐中

原，耿耿忠诚，心昭天日。魏国名臣杨阜，

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成为一代诤臣。西凉

王李嵩夫人、女政治家尹氏，以过人才智，

为西凉国精心筹划，堪为懿范。清代翰林院

侍读学士、为雍正皇帝讲经的巩建丰。老成

持重，被誉为“关西师表”。王羌特以小说

<孤山再梦>名闻遐迩，王权<笠云山房文

集>诗文跌宕沉雄，“吏治尤为陕甘第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先后四过甘谷。撒

下一路红色种子。

甘谷人文荟萃，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

布，县城西为夏禹“导渭于河”之地，西南

40公里处传为秦先祖非子牧马之地。境内

更有仰韶和齐家文化多处，出土珍贵文物

1，000多件，或藏于北京故宫，或存于省博

物馆。县城西石窟群，绵延十余公里，尤以

陇上著名胜迹大像山最为驰名。云岭之上楼

宇鳞次，殿阁相望，各种造像栩栩如生。凿

于北魏而泥装于盛唐的释迦牟尼大佛像，是

迄今渭河流域唯一的唐代大佛，高23．3米。 J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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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10．2米，塑造超凡为国内所罕见。华盖

寺、蔡家寺、尖山寺等，各具特色，为海内

外游人所仰慕。所有这些，构成了甘谷独特

地域文化的全新景观。

如果说众多的人文景观充分显示了甘谷

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的话，那么，丰富的物

产又从另一种意义上佐证了甘谷独具特色的

资源潜力。种植历史悠久的甘谷辣椒，以其

角条细长，皱纹均匀，色泽红亮，肉厚油

多，味道浓香，维生素含量丰富等特色，驰

誉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以优质白条党

参为主的数十种药材，以草编为主的各种手

工艺品。以高级印刷油墨、颜料、密封材料

为主的轻工建材产品，成为甘谷出口创汇的

拳头产品。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毛成衣加

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量和质量都有

了显著提高。
； ·。

肥沃的土壤和多结构的地形地貌，决定

了甘谷农业县的特色。甘谷经济自古以农业

为主。渭河南朱圉山一带森林荫蓊，牧草丰

茂，曾为秦先祖大骆牧马之地，为秦的强盛

和统一六国作出了．广定贡献。尽管如此，由

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山多川少、灌溉条件差

等因素的制约，千百年来，甘谷的农业生产

基础脆弱，丰收无保障，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仅为50．5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谷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狠抓农业基本条件改善，在对

原有灌渠改造、疏浚、整理的同时，大抓农

田水利建设，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化

肥、农药、农膜等带来的耕作制度的改革和

能源、农业机械等现代化生产要素的逐年增

加，使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在

农业生产中的日益加大和农产品向商品化过

程的迅速转化，使优质高效农业成为现代农

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土地总面积相对不

变，且随着人121增长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减

少的情况下。全县人民一方面不断优化土壤

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一方面主攻单产，

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商品转换过程。截止

1996年，全县兴修水平梯田55．09万亩，

农业生产总值达到4．96亿元，粮食亩产从

解放初的50．5公斤提高到156．97公斤，总

产达到131，185．24吨，油料总产4，205．6

吨，以党参为主的药材总产达l，000吨以

上。辣椒干总产量达617．08万吨。果园面

积12．37万亩，户均1．1亩，’一大批上规

模、上档次的优质果园为农民脱贫致富开创

了新的领域。在种植业大力发展的同时，养

殖业和加工业也比翼齐飞，养猪、养鸡、养

羊成为遍及千家万户的经营项目，一大批专

业规模养殖大户的涌现，使养殖业既有数量

上的迅速增加，又有技术上的不断革新。渔

业生产是八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项

目，一开始就表现出迅速发展的勃勃生机，

“沉鳞竞耀，浮光跃金”，成为甘谷农村的又

一景观。加工业的迅速崛起不仅推动了种植

业和养殖业的迅速发展。而且促进和刺激了

农产品向商品化的迅速转换，实现了新的增

值，使历史上单一的农业生产不断向多元化

和深层次发展。 ⋯

甘谷人民从事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明

清之前，皮毛制品、草编织品等就驰誉全

国。清和民国时期，以织布、缝纫、洗染、

榨油、磨面、粉条i酒坊、醋坊、纸炮、铁

木、竹木等为主的手工业作坊生产，不仅规

模较大，而且门类齐全。建国后，在发展、

整顿原有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又先

后发展起被服厂、印刷厂、铁木农具合作社

等企业，随后又办起铁厂、农机厂、炼焦

厂、面粉厂、造纸厂、耐火材料厂、氮肥

厂。毛纺厂、水泥厂j包装厂等一系列上规

模、出效益，门类齐全的工业企业，产品不

仅面向县内，更扩大到全国。到1996年，

全县共有工业企业165个，从业职工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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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业总产值4．73万元。针、纺织品色

泽鲜艳，品种繁多，草编制品新颖奇巧，价

廉物美，极富地方特色，这些产品不仅畅销

于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而且远销

国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客商

好评。

在县属工业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乡镇

企业异军突起．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发

展优势。县上先后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发展乡

镇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乡镇企业很快成

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半壁河山。至

1996年。全县共有乡镇企业6，450个，总

产值13．09亿元，占全县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87．65％。它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

大的财富，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开

辟了一个新的门路。

’如果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格局树立

了甘谷内在的形象的话，那么，悠久的商业

文明是甘谷得以名闻遐迩的外部因素。在人

多地少，山多川少，农业基础薄弱，自然灾

害频繁等严酷挑战面前，甘谷人民自力更生

的图强精神推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丝

绸之路、唐蕃古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商业

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早在宋代，甘

谷就有“茶马大市”，南方商贾以茶叶、丝

绸等物，换回他们所需要的马匹等。明代进

一步发展。有“商旅之家”的美称。具有甘

谷行商特色的“扁担客”，肩挑辣椒、大麻、

茴香、麻鞋、草帽、毛裹脚等土特产，远足

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等地，购进棉花、

布匹、绸缎、羊毛、牛皮、茶叶、青盐等在

本地销售。尽管由于战争、匪患、通货膨胀

等因素。甘谷商业贸易起伏波动，发展较为

迟缓，但它毕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甘谷商贸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并从其深远的

历史意义方面为甘谷悠久的商业文明提供了

有力的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

了甘谷商业发展的新时代，1978年后，在

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促工，以工补农．工农

商综合发展，农林牧渔各业并举的经济思想

指导下，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多种经济

成分并肩发展的新格局，全县人民兴商富

县，商业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至

1996年，全县有集市贸易点29处，国营、

集体、个体商业网点5，119个，从业人员

1．27万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l亿元。

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由1980年的645．82万

元，增长到30，309万元，增长了7．98倍。

占地103亩的农贸综合商场(冀城大商场)。

商贸十分活跃，有“陇上商贸城”之称。为

甘肃省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规模最大的商

场之一。

随着交通、通讯等外部条件的改变，甘

谷商贸业在继往开来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新

的特色，这就是立足县穴。不断挖掘潜力；

面向全国，拓宽市场领域。在昔日“扁担

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运输业。以汽

车、火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载工具。将成衣、

药材、皮毛、辣椒等特产。输送到国内各

省、市、自治区和国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在西藏、新疆、四川等地的一些大中型商场

上，出现了甘谷商品一条街等气势不凡的商

贸网点。甘谷商贸业已真正担负起了富县富

民的使命。

四

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在这样一个开放

的通衢要冲，交通便显出它特别的重要性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经济发展的

迫切要求出发，全县狠抓交通网络建设，要

致富，先修路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地方道路

建设上，坚持民办公助，干支结合，修养并

重，使全县公路由少到多．由线成网，由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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