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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吐鲁番市委员会书记 王建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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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吐鲁番市也是吐鲁番地委、行署机关所在地，是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

吐鲁番几千年的灿烂辉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交河、高昌

故城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生土建筑之一。当年唐僧“西天取经"来这里讲经

的殿堂尚存。吐鲁番市现有各类古代文化遗存7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5处、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地上、地下的古代文化遗迹古墓群、石

窟寺、烽燧、驿馆、岩画等等，内涵非常丰富。吐鲁番是一个天然的历史博物馆。

吐鲁番为我国内陆第一批开放城市。‘著名的葡萄城，碧绿如海的葡萄沟，赤

火舐云的火焰山，地下水渠坎儿井，令人神往的沙漠植物园，延年祛病的沙疗，

沉睡千年的古墓群，奇妙多姿的千佛洞，低于海平面的艾丁湖，市区内的旅游文

化广场等，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灿烂的人文景观引人注目和向往。

吐鲁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极为关心重视的地方，党和

国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朱德、邓小平、江泽民等一大批领导先后到

吐鲁番视察，对吐鲁番的各项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许多外国贵宾也多次来

吐鲁番参观访问。旅游、观光、考察的游客和专家每年达20万人次。

吐鲁番市居住着24万勤劳、团结、智慧的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群众。各族

人民自古以来就在此繁衍生息，辛勤劳作，共同开辟了这块美丽富饶的绿洲，创

造了辉煌的文化，这里的各族人民富有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

对外来侵略不屈不挠的传统斗争精神。在历代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的

斗争中，涌现出一批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英雄豪杰，谱写出了一曲曲壮丽的诗

篇。被清王朝封为镇国公的额敏和卓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为了祖国的统

L和领土完整，各族人民团结奋战，不怕牺牲，打败和粉碎了一次次破坏祖国统

·的阴谋和罪恶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

紧密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战胜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一次

又一次伟大胜利，全市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团结向上、经

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喜人景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奋

发图强，实现战略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惊人成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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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一一i 一⋯“，，． ，．

‘‘

。

纵观吐鲁番千百年的历史，从她兴衰起伏，荣辱强弱，人民生活的苦乐中，

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是各族人民之福，人

心之望；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幸福的根基；反之，分则伤，

是民众苦之大源。

吐鲁番市是一个文明而历史悠久的地方，但历史上却没有一部完整的志

书，只有清末时期编印的《吐鲁番厅乡土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吐鲁番县

委、县政府开始重视吐鲁番的志书编纂工作，1960年组成了《吐鲁番县志》编写

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编写出了《吐鲁番县志》打印简本。1984年，吐鲁

番市委、市政府安排专人开始《吐鲁番市志》编写准备工作，1985年正式成立了

吐鲁番市党史办公室、吐鲁番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统称吐鲁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归市委直接领导，市委、市政府从人力、财力、

物力上予以重视和支持，为修志人员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修志人员

广搜博采，殚精竭虑，不避酷暑和困难，辛勤笔耕，忘我工作，几易其稿，终于在

2002年3月完成了《吐鲁番市志》的编辑出版任务。全书上溯秦、汉时期，下限公

元1995年，容涵了2 000多年的历史。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史上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我们身在吐鲁番，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之感，只有很好地研究吐鲁番，全面地了解吐鲁番、认识吐鲁番，知道吐鲁番

今天、昨天和前天的演进变化历史，避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才能更好地建设吐

鲁番。
’

．

纵览《吐鲁番市志》全书，上溯远古发端，下揽今朝百业，资料翔实，观点正

确，脉络清楚，条理分明，文字流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它是认识

吐鲁番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有较高的研究、使用

和收藏价值。

在编写《吐鲁番市志》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党政军领导的重视

和支持，得到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吐鲁番地委史志办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得到

国家有关部门、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指点，得到一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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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鲁番长期工作和吐鲁番籍在外地区工作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得到市内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密切配合。在此，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愿《吐鲁番市志》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世致用，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吐鲁番必将更加美好! ． 一一。，’j
s’^‘

1，

2002年1月



例

一、编撰《吐鲁番市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认真研究吐鲁番市境自

然和社会各业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述其自古至今的发展进程，为社会

各界提供一部认识和研究吐鲁番市的综合性资料著作，为吐鲁番市各族人民和

各级干部提供一本乡土教材和工作手册。 一
，

二、《吐鲁番市志》首置概述和大事记，概述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综述吐鲁

番市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大事记以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提纲挈领

记述吐鲁番市各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大事、要事。，

三、《吐鲁番市志》是一部行政区域志，前置政区沿革和自然环境两编；水源

和森林是构成绿洲的两大要素，荒漠化是吐鲁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故

绿洲水利和林业置于自然环境之后，并另撰防风治沙编，以彰扬历代吐鲁番人

生存斗争的艰辛与劳绩，反映其自然与社会演进的大致轨迹。 ’’一
、

’

四、方志反映特定人群在特定区域的活动，故将记述以人自身为主的人口、

民族、社会生活等三编组成一个单元。‘揭示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五、将城乡建设编和记述一、二、三产业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编章组成一个群

体，反映人群在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下所从事的基础性事业。吐鲁番久以盛

产葡萄著称于世，特于农业编之后，专撰葡萄编。
j

，六、经济各编之后，次第安排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劳动人

事、侨务外事、军事等编，记述党政军诸方面的主要活动及涉外往来，反映区域

主管机构对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 。t

．七、政治部类之后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医疗卫生、体育、

文物古迹、宗教等编，以展示吐鲁番市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斑斓文化。．

八、人物编收录对区域发展曾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对阻碍历史前进者亦酌

予录入，以照惩戒。并列表记述对区域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的个人。最后缀以附

录，收录志书下限后至2001年市境内的大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及市领

导白_更迭_况I辑_描写吐鲁番_历代诗文代表作品和研究吐鲁番的论著丁 卜目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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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九、山川方位，远近形貌，气象区域，人情风物，仅有文字叙述，难以一目了

然，故置彩页、地图于志中，做到图举其形，文详其事。

十、《吐鲁番市志》是该区域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其上限追溯到有史

料可据的古代，下限为1995年。+‘其纪年方式，清代以前采用皇帝年号纪年，中华

民国时期冠以民国纪年，均用括号注以相应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

公元纪年i历史纪年中的月日，凡农历均用汉字数字，凡公历均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吐鲁番市志》除概述、大事记外，采用分类编撰方法，共38编207章

730节，170万字，各编均记述同一门类事项，有的事项涉及两个以上门类，则在

反映其主要属性的编章详记，相关编章略述。如“屯垦’’，在农业编详记，在军事

编只记其机构和军事活动。 ．． ．。～ o ，’、

‘+

十二、为行文方便，有些专用名词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吐鲁番市委员

会，简称为“市委一，吐鲁番市人民政府简称为“市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

为“自治区"等。专用名称在志文中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其简称。。

十三、吐鲁番撤县建市的历史不长，由于本志是从吐鲁番市的方位审视过

去，故综述历史时概用吐鲁番市的称谓，只在记述建制变更或具体史事时，才分

别采用吐鲁番县或吐鲁番厅等称谓。．’ 。_ ， 一．．．．

十四、《吐鲁番市志》引用有关史籍，均写明其出处。有关档案资料主要来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中国历史档案馆和吐鲁番市档案馆，口碑资料系采

访所得，与相关资料核对后加以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数据资料以

吐鲁番市统计局的资料为准，或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o

十五、《吐鲁番市志》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由于吐鲁番历代计量单位多变，为

便于阅读，在经济管理编计量管理章中阐明其演变沿革，尽量注明其换算标准，

供阅读时参考。 ．o， o ，、

+。

十六、古今地名变易甚大，译名用字不一，特将主要地名编制对照表以便查

对。在记述中，古地名一般采用原称谓，括注今地名称谓。少数民族人名翻译往

往有几种写法，亦力求加以统一，并尽量使用全称，以免混误。。 ，

●

_-√1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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