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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海西州委、州人民政府主持下，经修志工作者多年的

辛勤耕耘，海西自治州第一部州志问世了，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

贺的事情。

海西tl治州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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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全面

反映了海西自治州的山川风貌、物产资源、历史沿革、民族、宗

教和民风民俗，生动系统地记述了海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改天换地的光荣历程，是一部

激励今人、鼓舞后人的有益教材。

海西自治州是青海省面积最大的自治州。境内的柴达木盆

地以矿藏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在漫长的岁月中，居住在这里的

各民族儿女饱经沧桑，历代统治阶级留给它的是民族仇杀械斗，

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1949年青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焕发了青春，

获得了团结安定和繁荣进步。我有幸受党的委派，从1950年起

主持海西的工作，至1962年。十多年中，与各族干部、群众朝

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亲历了建政、民主改革、开发柴达木

等重大变革。海西tl治州州志忠实地记述了解放初期处理民族

积怨、剿匪肃特、恢复生产、建立人民政权的艰苦历程；反映了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

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

历史性变化；展示了各族人民怀着翻身解放、创造新生活的喜

悦，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全省人民的支援下，艰苦创业、



奋勇开拓，使被称为“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

荒漠之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绚丽景象。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海西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柴达木人的开

拓创业精神，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放，

使海西各项建设事业更上一层楼，为经济的新腾飞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海西地区发生的这一切变化，来之不易。是海西各族人民、

广大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全国各地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柴达木

开发建设的儿女含辛茹苦、无私奉献取得的，有的为此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奉献精神永垂史册。海西自治州州

志不仅颂扬了他们创造的光辉业绩，而且闪耀着他们创造的极

为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

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海西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是海西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

任务；坚持不懈地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建设新海西的基本前

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讲求科学，是开发柴达木的巨大物质

力量；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海西各项事业取得胜

利的基本方法。吸取和丰富发展这些有益的经验，对海西长期保

持团结稳定和发展进步将起积极的作用。海西自治州地大物博，

已探明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占青海全省的90％以上。连绵千里

的草山和草原，大量可资改造利用的荒滩与河流湖泊，养育着勤

劳、朴实、善良的各族人民。与解放前比，海西的进步是巨大的，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达的地区比，差距很大，仍然是一

个待开发的地区，任重道远。1983年胡耀邦同志视察海西时，曾

题词勉励海西的各族干部和群众“立下愚公志，开发柴达木’’。在

我们欢庆海西自治州第一部州志编纂出版之际，我们要充分利

用州志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教育各族干部和群众，更加热爱中国

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海西，继承先辈们开创的业绩，在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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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经过6年的辛

勤耕耘，完成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志的编纂工作，这是值得

庆贺的一件大事。

海西历史悠久，这里的先民们也曾有使用石器、结绳记事的

经历。但漫长的历史，经过了多次民族大迁移，伴随了漫长的贫

穷与落后。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蒙藏两个主体民族，获得了新生，成了社会的主人。

这里有过商旅，那只是漫长的古道，幽幽驼铃，给寂静的柴

达木增添了一丝生气。这里有过交易，那只是简单的茶马互市。

这里有丰富的矿藏，但大地沉沉睡万年，柴达木盆地笼罩了

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里有广袤的土地，但都是多年未曾开垦的处

女地。

从50年代初开始，一批批开拓者、建设者们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召唤下进入柴达木盆地，进入海西。他们在当地民

族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穿戈壁、下盐沼、过草原、踏苍山，以大

无畏无私奉献精神，揭开了柴达木盆地神秘的面纱。石油发现

了，钾发现了，石棉发现了，煤炭发现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和贵

重金属发现了，一片片可垦荒地发现了，寂静无声的柴达木沸腾

了。一座座工厂，一片片绿洲代替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大漠印下了开拓者的足迹，高山镌刻了建设者的丰碑。海西州志

记述了他们的感人事迹。

柴达木的开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也是一部迂回曲折的

经济建设史。其中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吸收，也有深刻的教训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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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时刻，经全体编修人员十历

寒暑、十易其稿而问世的《海西州志》，载前人历史，给后人献

上了一份珍贵的厚礼，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海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民勤慧，山川优美，人杰地灵。

茫茫戈壁，辽阔草原，是大自然赐予的精美礼物。在昔日的荒沙

野滩上，今日已建成了一座座新兴的城市。45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州各族人民精诚团结、艰苦创业，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

新海西正在昂首阔步走向二十一世纪。

《海西州志》是海西各族人民自己谱写的一部百科全书。它

实事求是载史记事，客观反映海西开拓奋进的经验，直书前进过

程中的历史，给后人借鉴和启迪。

《海西州志》记载的是灿烂的历史，昭示的是未来的辉煌。它

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海西的过去，认识州情，探索

发展规律，正确决策，制定发展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

我们察古知今，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面明镜。

《海西州志》是海西有史以来第一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编修的志书。它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

料翔实，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突出。对于宣传海西，认识海西，

提高海西的知名度，激励自治州各族人民开拓奋进，团结拼搏，

振兴海西具有巨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随着国家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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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海西州志》，集众人之

手，历数载春秋，终于问世。《海西州志》记述了历代史实、自

然环境、文化风尚和社会变迁，总结了开发建设的经验教训，对

研究海西、认识海西、开发海西、振兴海西甚为有益。鉴往昭来，

资治当今，惠及后世，利州益民，功亦大焉!谨向为编纂出版

《海西州志》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河畔是我的故乡。海西是生我养我的热

土。我爱海西，对海西的山山水水都有着深厚的情感。海西以柴

达木盆地而闻名于世，她气势磅礴，胸怀宽广，昆仑山雄踞于南，

祁连山挺拔于北，其间八百里瀚海连着天。她源远流长，历史悠

久，西羌鲜卑生患于前，吐谷浑繁衍在后，诺木洪文化媲美中原。

她藏珍聚宝，物产丰饶，湖汇钾钠镁锂，山蕴金银铅锌，地纳油

气石棉。她风物独特，神奇迷人，有茫茫戈壁，辽阔草原；有皑

皑雪峰，林立冰川；有北国风土，雅丹地貌；有南国湖水，汩汩

温泉；有海市蜃楼，万丈盐桥；有一日四季，六月飞雪；有神话

传说，二郎仙洞。她以她的富有和神奇，引起世人越来越多的关

注与晌往。然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她却是宝盆沉睡，古道西

风，仇杀迁徙，贫困落后。

新中国建立以后，古老的海西跨入了社会主义光明的新征

途。20世纪50年代，千万热血青年，在“开发柴达木”的召唤

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潮涌而来，海西的历史揭开了划时代的一

页。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战

天斗地，开拓前进，谱写了一曲曲创业之歌、奋斗之歌和民族团



结之歌；创造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科学务实、勇于进取”

的柴达木精神。看今日海西，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新兴城镇星罗

棋布，资源开发方兴未艾，工矿企业日益蓬勃，高原牧业蒸蒸日

上，绿州农业铺金叠翠，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八百里瀚海正在变

为绚丽的画卷。我为能亲身参与家乡的开发建设而自豪，更为她

美好的未来而欢欣。作为工作与生活在海西这片土地上的普通

一员，从《海西州志》生动准确的记述中，阅先民业绩，睹沧桑

巨变，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才能使这沉寂万年的宝盆苏醒，才能使在此生息繁衍的各族人

民摆脱贫穷落后，沐浴到现代文明的光辉。日月相继，征途遥遥。

诚信全州各族人民能以《海西州志》为签，接受教益，开拓未来，

再创光辉灿烂的明天，再续永世不朽的新志。

谨此为序。

海西州人民政府州长 高永红(蒙古族)
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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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辞海注释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过去事

实的记载’’。它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人们往往通过它来追昔抚今，

在已经消逝的人类活动的轨迹里寻觅色彩斑斓的一页，束结成

一簇簇智慧之光，净化灵魂，陶冶情性，鼓舞勇气，激励斗志，

给社会创造光华和福音，给人世带来温馨和热情，让人们心中升

起希望，憧憬美好的未来。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这块32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是

祖国西部无论从哪一门类学科角度看，都不愧为无与伦比，充满

魅力的特殊而又神奇的一块土地。两万多年的史迹，陈述先民们

逐水草漂泊的八百里牧歌、驼铃悠荡、游人徙倚的唐蕃古道，衰

而复兴、如日中天的经济大开发，民族祥和、百业兴旺的太平盛

世⋯⋯这些难以数计的沧桑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排列组合成

一曲高昂明快的亢奋史，为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振兴留下了值

得挖掘、可资借鉴的史话。

我们应该感谢海西州州志编委会的良苦用心。他们鏖心六

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宏作，以自己的辛劳给原本已经

光彩照人的海西州史册又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注目这内容完备，

资料翔实，上溯远古，下载现代的历史缩编，有谁能不为此而肃

然起敬!它的诞生，定会给海西乃至青海省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

展，带来“资政”和“教化’’。

人类创造了历史，并在伟大的变革中推动着历史的进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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