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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广大修志人员敬业奉献，辛勤

笔耕，社会各界积极支持，通力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继《武威市志》

出版发行之后，《武威市志》之专业志暨武威市地方志丛书等一大批

市志丛书相继付梓，这是武威历史上第一批系统的专业志书，堪为武

威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意义极为深远。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200多万年以前，

就有原始人类活动，从那时起，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犹如

繁星满天，遍布祖国各地，形成灿烂的中国远古文化序列。在这个序

列中，也包含着武威先民的伟大创造。

武威古称姑臧，又名凉州，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端。考古证明，

·早在5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置

武威郡，设姑臧县，为武威建置始；东汉、三国、西晋时为凉州治所；东

晋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国和隋末的大凉政权先后在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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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长达140多年；唐时曾为凉州节度使治所，一度成为中国西北仅

次于长安的通都大邑，“凉州七里十万家”、“人烟扑地桑柘稠"，其盛

况可见一斑；公元1247年，蒙古国西凉王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迦

班智达在这里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盟"，使西藏正式

归于中华民族的版图，为武威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孔道，中西

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天梯山石窟、

罗什寺塔、钟鼓楼、百塔寺、海藏寺、延寿寺、文庙、雷台、莲花山景观、

古长城遗址、汉唐古墓等160多处人文景观以及以铜奔马(天马)、西

夏碑、汉简、汉代木雕等为代表的众多文物驰名中外，沙漠公园、濒危

野生动物繁育中心等现代旅游景点与古代文明相映成辉，是近年来

中国西部著名的旅游热线o

武威因物阜民殷而被称为“银武威”c『雄伟挺拔的祁连山和恢宏

浩瀚的腾格里沙漠拥抱着这块美丽的绿洲。鸟瞰武威，田园葱茏，水

清草茂，渠路林田，纵横交错，古长城犹如长龙横卧其中。在这5081、I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00万勤劳淳朴的武威人民，创造了亘古未有的

现代文明，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基础

稳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盛产小麦、玉米、豆类、水果、瓜菜等

多种农副产品，黑瓜籽、无壳瓜籽、白瓜籽、发菜、核桃、辣椒等行销国

内外；m．_lk生产初具规模，名牌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白酒、

啤酒、葡萄酒、淀粉、熏醋等产品行销全国，轻纺、机械、建材、化工等

具有一定的实力；城市建设、交通、通讯、商业、旅游及教育、科技、卫

生等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开始向小康或

富裕型小康迈进o

“以史为鉴知天下兴衰，以志为鉴知郡国治乱o"《丛书》从多行

业、多方位、多角度向世人展示了古凉州今武威经济文化发展的脉络

和水平，表现了世世代代武威人民辛勤劳动，不断创造，善于吸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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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敢于推陈出新的胸襟。可以说，它是凉州儿女认识自然、征服自

．然、改造社会的历史画卷，每一页上都留下了先辈们用血汗生命铸造

的铅字。丛书是时代风云的摄像机。从古凉州的政治风云到齐飞卿

的广场喋血，从五凉政权的更迭到新中国的诞生，丛书将凉州古今、

武威大地5000年的文明史，汇成一幅幅威武雄壮的画面。丛书是振

兴武威的进行曲，它是祁连山轰鸣与石羊河激流组成的交响乐，是古

代凉州儿女博大的文化胸怀与当代武威人民发愤图强的进行曲。丛

书是民族精神的教科书。爱国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热爱家乡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丛书从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

再现了凉州大地的沧桑，讴歌了古往今来为武威的发展做出杰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展卷读志，使每个武威人为本地区无愧于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自豪，从而增强“爱我中华，爱我武威"的自觉

心、自尊心、自爱心和自强心。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

业。编修志书，作为政府行为，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存史、资政、寓

教"o武威市地方志丛书是掌握市情的基本资料，也是权威资料。我

们有理由说，这套丛书是“认识武威的窗口，研究人文的资料，科学决

策的参考，投资合作的指南”，它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这

套丛书，了解武威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吸取教训，

扬长避短，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资政之鉴。

漫漫史册，话不尽凉州沧桑；

浩浩长歌，唱不够武威风光。

新的业绩是在已有历史的基础上开创的，新的事业有了灿烂的

文化背景的映衬，会更加辉煌。感谢所有修志工作者，正是他们乐守

清贫，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的眼前才有了这道鲜亮的历史画面。希

望大家用饱含热情的笔触，挖掘光大古老凉州的历史文明，为今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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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书写更加光辉灿烂的诗篇!

我相信，历史必将证明，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定会为宣传武威、

振兴武威发挥应有的作用。

祝武威像她的精灵天马一样腾飞于中国和世界!

囊淼塞裟粪刘彦武威市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

一九九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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