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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编修方志，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据《周礼》载，周天子曾予朝中设

。小史’’之官，。掌邦国之志”；又设。外史’’，。掌四方之志"I还有。诵¨l|"官．。掌道

方志．以诏观事"。自古以来，方志具有了解囡情．治理国家，存史资政．维护教
． 化．信今传后的诸多功能。所以历来统治者有此共识；。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

史。国有史，而褒贬劝惩之法明；天下有志，而得失鉴戒之义彰。斗故而代代续

修．千古不衰．汇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长河，成为祖国的文化特产，被中外珍视

为人类文化瑰宝。 ’

固原县历史悠久，传说黄帝巡视天下．。西至于崆峒，登鸡头”，。问道于广

成子"；《诗经》亦有记述周王北伐严狁的诗篇。从。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斗和“王

命南仲，往城于方110011PO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诗句观之，周代已于此筑城。其地

名可呼。大原"?《春秋公羊传》日：。上平日原一。《尔雅·释地》解：。广平日原。一

今陇上黄土高原地区，以塬为地名．仍比比皆是。难怪汉代在固原首置之县，即

’取名。高平县一。北魏改为原州。唐称篡古原州”或“故原州竹．11}j季始转音为。固

原"，并成为。三边巨防一。固原得名，其源尚矣．其意美哉!

由于固原地区“长壕大堑，连山峻极一，。形胜险固"．。山川沃饶"。中央王朝

视其为。关中藩篱"，。朔方天堑”和“中华襟带”。北方各少数民族，也曾在这个

’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和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明清以后．又是穆

斯林兄弟聚居的地方。各民族人民对于固原地区的开发．都作出过积极的贡

献。
‘

固原虽是武备重防之区，而人民历来尚武敬文，代出名流，硕儒将才和近

代以来的革命先烈，标炳史册。尤喜修志之业．亦不逊于畿腹。早在汉代．有《安

定郡图志》行世，元代继修《开成府志》，惜均无复蠹简。明、清、民国以还，地方

官无不下车伊始，延才罗仕、设馆修志，方志板行从未中断．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

时逢“盛世修志"，固原县四大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志书失修，

就是家乡历史失传和数典忘祖，就会承谬袭讹，诬古戾今，继而名特不扬．弃利

于地．终将上愧对祖先．下贻误子孙，难免不留骂名于后世。因此，他们决心在

自己的任期内，修成固原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为宣传固原，振兴家乡，做

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后代的善事。足见其眼光之远大，为政用心之宏深。由于领

导的重视，上下各单位的支持，在全县形成了有利于编史修志的社会小气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2一

人皆以为家乡修志出力为荣耀，修志成为全县人民的一大盛事。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和地方性百科全书，它牵动全局，包罗万象。上至天

文，下至地理．中及社会人文。方方面面无一不涉。完成这样浩繁的文化系列工

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加之固原地区历史上战乱频繁，边患迭起．典档毁于兵

燹，卷帖散佚，存者寥寥，且多漫漶不可稽，今日修志诚非易事。

然而，固原县志办全体同志，在张贤主任带领下，知难而上，不计名利．立

志成志．默默无闻，寒暑十载，辛勤笔耕，蔚然成兹百万言巨著。圆满完成领导

之命、桑梓重托，向全县回汉人民献上一份厚礼，为家乡建造了一代丰碑。

《固原县志》付梓之际，请代为序．虽愧不文，情难固却，聊赘数语，弁诸简

首，以为共勉，并谨此向支持修志的领导和无私奉献的修志同仁，肃申谢忱，表

达敬意。新志告成，见智见仁，不足之处，当在意中，尚祈各方纠正、不令赐教。

吴忠礼敬识。癸酉闰桃月于银J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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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新编《固原县志》在深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版问

世，实为我县一件大事。它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全县人民的愿

望．意义深远，可庆，可贺! 。

．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世代相因。随时代前进，方志从

古代的单纯地理书，发展成为记述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资

料著述。其功能系资政、存史、教育、科研咨询于一身。对帮助人们反思历史，吸

取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县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施政决策，更好地加强地方

治理；教育青年树立爱祖国、爱家乡的优良品德．开拓前进．建设家园大有裨

益。 。 ．，

固原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在3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生活战斗着46万勤劳智慧、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回汉人民。建国40多年来，

固原人民辛勤耕耘，使这块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农业生

产和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迈步向
J*
翮。 ．

在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崭新，自然与社会比较复杂之地．要总万象于一编。

理纷繁成经纬，汇古今而祥当代，记事实以探规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

新编《固原县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观点，鉴别核实了大

量历史资料，广泛搜集整理新资料，采用新方法，分门别类，严谨朴实的反映了

本县的基本面貌。是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一。它的出版问滥，将会引起社会

的关注和利用，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志书的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谅

解与指正。 ～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昔日，勤劳坚毅的固原人民用智

慧和汗水谱写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今朝，开拓创新，有能力有信心描绘新蓝图．

希望全县回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振奋精神，锐意创新，奋发进取，越艰辛坎坷之途，迈幸福康庄大道，以更

大的胆识，更强的气魄，更快的步伐，创造更大的业绩，谱写新的历史1．’

何琮自万利张宽董庚义

1992年8月



序(三)

新编《固原县志》的出版问世，实为全县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它既是心血

和汗水的结晶，又是期望与宿愿的实现。
‘

’

∥ 固原山河壮丽，历史悠久。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

播下革命火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志士仁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奋起斗争，顽强拼搏，前赴后继，壮烈捐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改造山河，建设家园，取得了丰功

卓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励精图

治，脱贫致富，奋奔小康．面貌一新。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其业绩理当载入史

册．与世共存，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编修方志，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历史上固原曾多次修志．有史可稽，元代

修《开成府志》(已佚)，明代三次修《固原州志》，清代和民国各修志一次。近年

整理出版的有明《固原州志》、清《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及民国《固原县志》。其在

方志史上都有一定位置，亦为本县珍贵的文化遗产。解放后，百业待兴，修志之

事曾在六十年代列入日程，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

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值逢盛世修志之时，中共固原县委、县

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顺其潮流，合其民意．修志之事，再提日程。设立机构，调

集人才，拨付专款。听取汇报，懈决问题，使县志编修顺利开展。县级班子虽历

四届·领导成员多变，但修志决心未移。编修人员广征博采，呕心沥血，殚精竭

虑，四移下限，五易其稿，尽九年之劳，终在1992年上半年完成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县志。全志约100万言，述古叙今，详今略古．史料翔实．体例统一，前稽后

鉴，资政存史。
’

。我于1985年调任固原县常务副县长。即参与负责修志。1988年后主持县

志编委工作。几多探索，几经曲折，于1990年始得初稿。邀请区内外专家莅县

评稿．虽获肯定，却感不足。加之下限再移三年．加班加点，修改补缺，终成今

稿。为使志书少有谬误，赴各部门广征灼见．我亦阅稿三遍．提出修改意见。编

委两次到远离县城的炭山煤矿，集中时问，集中精力．集思广益，进行终审。对

重大事项，各述意见，旁证博引，反复推敲．力求确当。编修者更日夜辛劳，补缺

纠谬，字斟句酌，修订志稿。县志编修过程中，得到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

亦受自治区、地区方志部门及区内外专家学者的热忱指导，借此，我代表县志

编委会深表感谢!

柳富 1992年7月1日。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县内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 ． ：．
。．

，一，

二、本志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实

事求是地记述解放以来县内历史前进的轨迹。 ． 一．，
，，一·三、本志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以

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精神，记述县内民族关系，反映各民族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
’

四、本志由照片、地图、序、概述、大事记及30个专业志组成口全

书分124章、464节，约100万字。

五、本志，贯通古今，详近略远。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

限断至1990年。

六、本志以类系事，横排竖写，以社会分工和事业立志。志下按

领属关系设章立节，以节为记述单位，节的内容过大则分日记述。

七、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兼用，以志为主体。

八、本志首设概述，统摄全书，勾勒大要。志和章前设无题短文，

以揭示梗概。 。

九、本志文体，除概述、志和章前短文有夹叙夹议，艺文、附录实

录外，各专业志均采用记述文体，寓观点于资料之中。

十、本志记事中出现的解放前(后)，是指1949年8月2日，本

县解放时间的前(后)o

十一、1983年10月，固原、彭阳分县，因资料统计至年底，故本

志记事中1983年部分资料仍包括彭阳县。



十二、本志人物古今兼收，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生者不立传。

凡去世人物依其事迹分别采用传记、列表形式收录；革命烈士、在世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均列表录名。

十三、本志对中央、自治区、地区设在县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均

在各有关志中予以简述。

+四、本志采用的数据，均以统计部门核准的数据为准。统计部

门短缺的数据，采用各有关部门经过校正的数据。

十五、本志使用的人口、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数据，包括在县

的中央、自治区、地区单位；工农业产量、产值，职工人数。人均收入

等数据，除注明者外，均不包括。

十六、本志数字、纪年、计量、称谓等，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七单位国语字(1987)1号文件规定书写。
’

十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区)、地、县档案馆、文史馆和各部门文

书档案及古籍、地方志、报刊、专著、实地调查等，经考证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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