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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凡是一个地方的建置、沿革、区划、山川、河流、

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天文、地理、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民族、人口、
人物、方言、风俗等等，都是其记述范围，所以，地方

志是一方之全书，是了解一地之窗口，是存史、资治、

教化的极好材料。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

有益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榆林市为上郡故地，延绥镇所。宋代即编有志书，

明、清、中华民国时期有府志、县志等多部志书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市编史修志未曾有中断，

并有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市组织机构，

抽调人员，编修志书。二十多年来，硕果累累，编写出

《榆林地区志》一部，县(区)志十二部，还有其他志

书一百余部，共计三千余万字，洋洋大观，是我市最大

的文化工程，并有一部志书获全国一等奖，一部志书获

全国二等奖，一部志书获陕西省一等奖，三部志书获陕

西省二等奖，可谓精品工程。

编修地方志是高尚的事业，也是艰辛的事业。多年
来，我市编史修志人员为这一文化工程甘于寂寞，乐于

清贫，苦苦追求，默默耕耘，成绩可喜，精神可嘉。将

此最大的文化工程“修建”始末以及榆林市有史以来修



志作品、人物和其他状况记录下来，总结经验，汲取教

训，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榆林方志通览》
的编纂成功值得庆贺!这是耕耘者的汗水结晶，也是跋

涉者的脚印记载，还是修志者的成果录存，感谢此书编

纂者的辛勤劳动，更感谢我市地方志系统知识分子的无

私奉献!

编志修志方兴未艾，这一文化工程还在延续。本届

修志，刚近尾声，下届修志，已经启动。地方志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诸如宣传志书，用好志书，编写年鉴，旧

志整理，续修志书等等。希望地方志系统的同志再接再

厉，笔耕不辍，更希望各级领导，对修志工作认-／m,J位，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给以理解，

给以支持。要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

管理，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
政府的任务之中”，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

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使地方志事业充满生机，让

地方志系统的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肩负责任的光荣和

艰巨，在建设榆林经济强市、文化大市中作出更大的贡
献!

堂仝轭
2 006年1 2月8日



凡 例

一、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

持实事求是，坚持详今略古，重在当代，全面记述榆
林市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达到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

二、本书按章、节、目的志体结构形式编著，首
载概述，下分方志编纂沿革、方志成果、年鉴、理论

研究、机构人员、人物、大事记、附录8章，横排竖

写，以志为主，附有图、表、录等。
‘

三、本书时限，上至明代，下到2003年8月，个

别内容下延至2 006年。

四、本书用语体文记述，语言力求准确、简洁、

朴实、流畅。

五、本书标点符号、数字书写、计量单位等均按

国家出版部门和省方志编纂委员会有关规定处理，历

史纪年、地理名称、机构职官等遵循当时称呼，历史

纪年加注公元年号。

六、本书资料来自榆林市历代旧志，榆林市地方
志办公室有关档案、《榆林地区志》、((榆林年鉴》、各
县新编地方志以及其他志书，各县县志通讯和《陕西

史志》等有关报刊。为节约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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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地处东经107。28’～lll。15’，

北纬3 6。57’～39。34’，东隔黄河与山西吕梁、忻州相

望，西与宁夏吴忠、甘肃庆阳毗邻，北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南连陕西延安市。

榆林地域东西宽约385千米，南北长约263千米，幅员

东宽西窄，形似三角形。全市面积43578平方千米，约占陕

西省的I／5。有人将陕西地图视作跪着的秦俑，榆林正是其头

部。九曲黄河沿东界南下，境内长270千米。明长城东北、

西南走向，斜跨700余千米。2006年底，全市共有人口351．63

万人，有汉、回、蒙古、藏、维吾尔、苗、彝、壮、朝鲜、

满、侗、土家、黎、僳僳、俄罗斯等15个民族，以汉族为主，

约占99．6％。20畴年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6亿元，

财政总收入达到11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85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2008元。

榆林市辖榆阳、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横山、绥德、

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12个县(区)222个乡镇。

榆林市历史悠久。榆林古城i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靖边小桥畔、横山金山寨及井湾(系旧石器

时代)油房头、榆阳鱼河堡、神木高家堡、府谷朱家湾、米

脂土木寨等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至今斑驳可考。市属

地域夏为勋育，商为鬼方，周为猃狁，春秋为狄地，后为晋



榆林方志通览

国之一部分，战国时为魏，即设上郡，后归秦，秦大将蒙恬

曾镇守上郡，威镇边塞。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三封关中，

封秦降将蕈翳于上郡为翟王，二年翟王降汉，复置匕郡，后

又置西河郡。东晋时，匈奴赫连勃勃在统万城(今靖边白城

子)建立大夏国。公元427年北魏灭大夏，设统万城，公元

488年改设夏州。隋末唐初，梁师都曾割据一方称帝梁国，唐

贞观二年(628)被唐所灭。唐及五代，曾设夏、绥、银、府

等州。北宋时为永兴军路，是宋朝和西夏争战之地。南宋后

为金所占据，系郫延路之一部分。元代设绥德州、葭州等，

属延安路。明代设延绥镇，为九边重镇之一。清代设有榆林

府和绥德直隶州两个省辖行政区。民国初年设榆林道，后废

道。1937年后，榆林大部分为陕甘宁边区组成部分，1949年

6月1日榆林城和平解放。本境设绥德、榆林两个专区，1956

年10月绥德专区并入榆林专区。200-年7月1日榆林撤地设

市。

地方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编写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

统。志者，记也。记历史，记地理，记政治，记经济，记自

然，记社会，记文化，记风俗，记人物，记大事，记著述，

可谓巨细皆记，包罗万象。地方志是了解一个地方的窗口，

也是启迪后人的乡土教材，还可以存史资治。榆林编写地方

志最早可上溯到北宋的《麟府图经》，这是府、麟二州的地理

志，今虽失传，但从宋仁宗赵祯给编著者王庆民的敕谕中：“以

臣撰，府、麟二州绘图一面，并序目二册⋯⋯而能周知山川

险易之形，历览亭障屯防之要，列为凡目，灿然条陈⋯⋯”

可见一斑。宋代还有《新秦郡志》(新秦郡，在今神木境内设)。

亦散佚。

明代万历年间，有<延绥镇志》问世。共有八册，目录

-2·



概 述

可考，只有四册存藏。据记载，有《米脂县志》、《绥德州志》，

明嘉靖、隆庆《清涧县志》和明万历《清涧县志》，可惜都已

散佚。 ，

清代，榆林境内有《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相继刊印，

各县也编纂了多部县志。其中有清顺治廖元发主持的

《清涧县志》、乾隆吴其琰等修的《清涧县续志》、道光钟章

元修纂的《清涧县志》，乾隆和道光年间编修《怀远县志》二

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数部《葭州志》，有的

刊印，有的手抄。顺治、康熙、道光《吴堡县志》。乾隆、光

绪《靖边县志》两部，一为手抄本，一为木刻本、石印本。

雍正、乾隆年间《神木县志》、道光《神木县志》二部，一为

手抄，一为木刻刊印。康熙、光绪《米脂县志》两部。顺治、

光绪《绥德州志》，嘉庆《定边县志》，康熙、乾隆《府谷县

志》二部。这些县志或手抄，或木刻刊印，保存了大量地方

资料，弥足珍贵。这些县志大都由县令主持修纂，有的是县

令亲自编纂的。比如顺治十八年(1661)清涧县令廖元发纂

修《清涧县志》，康熙二十年(1681)米脂县令宁养气纂修《米

脂县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靖边县令丁锡奎纂修《靖边

县志》，堪称地方名志。

清末，因预备立宪，清政府申饬各地编修乡土志，于是

榆林陆续有神木、府谷、绥德、葭县、榆林、定边等县的乡

土志编讫，多为手抄本，流传不多。

民国年间，榆林、神木、府谷、米脂、横山、定边等县，

也设立过编志机构，编纂县志。其中刊印问世的有

《横山县志》、《米脂县志》、《府谷县志》，《神木县志》和

《定边县志》编成而散佚，《榆林县志》半途中止。横山曹颖

僧编著成功《延绥揽胜》、《西夏文史荟萃》二书，记载陕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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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风俗、人文，可以说是陕北的乡土志。

旧志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大都

文笔简约，资料较少，记载人文较多，经济较少，编纂方法

较旧，所以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和遗憾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俱兴，社会安定，有了修

志的条件。1959年前后，榆林、神木、定边、靖边、米脂、

绥德等县成立修志机构，编修新志。或编出初稿，打印成册，

内部审阅；或刚刚起步，收集资料，旋即停止；或仅有纲目，

未能编写；或仅设机构，未能工作，徒有其名。即使编成的

也比较粗糙，加之受“左”的影响，假大空较多。

榆林新编地方志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980年神木

县开始编修县志，是年，靖边也成立了续修县志委员会。1982

年7月，陕西省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后，各

县陆续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12月，榆林地区召开

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1984年10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榆林地区召开第一次县志工作会议，1984年

lO月成立了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指导县志编纂工作。

之后，本市兴起编志热，各县均做到了机构、经费、人员落

实，并有了编纂方案，开始征集资料，不少县办了县志通讯

刊物，互相交流信息，促进资料收集。地区县志指导小组不

失时机地在绥德召开现场会，促进编志工作，并通过神木志

的评审。提高志书编写的质量和进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

本市各县的志书编纂大都经过了二审，报送省上终审。1990

年，本市第一部新编县志‘神木县志》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

版。接着，1993年6月新编‘米脂县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并于是年9月荣获全国志书优秀成果一等奖，显示着

本市编志进入收获期。之后，<靖边县志》、<横山县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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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县志》、《榆林地区志》、《吴堡县志》、《府谷县志》、

《榆林市志》、《清涧县志》相继出版，《佳县志》也内部印行，

《绥德县志》送三秦出版社，也于2003年7月出版，

《定边县志》也加快了送审速度，落实了出版经费，并于2003

年8月出版，本市首届修志工作接近尾声。

在编写县志的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志书编纂成功，比如

《榆林地区教育志》、《榆林审判志》、《榆林烟草志》、

《榆林邮电志》、《榆林戏剧志》、《榆林武警支队志》、

《榆林军事志》、《榆林风情录》、《金鸡滩乡志》、

《马蹄沟镇乡土志》、《双湖峪镇志》、《石湾镇志》、

《镇川镇志》、《定仙墉镇志》、《西贺家石村志》，还有一些校

志、村志等陆续问世，可谓志苑百花开放、硕果累累。理论

研究也有可观成绩，先后有30多人参加了陕西省地方史志协

会，并有100多篇理论文章刊登在有关报刊上，30余篇作品

获奖。

在出版志书后，各县均做好用志、发行志书工作，新编

志书，存量均已不多，使新编志书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发挥了作用。

县志编纂成功后，市上接连出版了数册《榆林年鉴》，全

面系统地介绍榆林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进展，为各行各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续修地方志储备资料，同时，

也为国内外各方人士了解榆林、认识榆林起到媒介作用。

《榆林年鉴》获得了好评。之后，神木、子洲、府谷、榆阳

等县区相继编辑出版了年鉴。

2001年，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续修地方志工作，并成

立了新一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堡等县作出五年规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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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县志工作刚刚起步。

新编地方志已逾20个年头。新编地方志为榆林市最大的

文化工程，参与这项工程的专业编志人员先后约有200多人，

编委会成员以及专志编写人员、资料员、采访员等有五六千

人。20多年来，本市修志工作者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苦苦

追求，默默耕耘，成果喜人。据不完全统计，共收集各种资

料逾一亿字，编纂出版县(区)志12部，地区志l部，还有

其他各种志书100多部，计有3000余万字。本市先后有一部

志书(《米脂县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部志

书(《府谷县志》)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部志书

(《清涧县志》)获陕西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三部

志书(《榆林地区志》、《子洲县志》、《吴堡县志》)获陕西省

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有不少修志工作者获得省

地方志先进工作者荣誉，也培养了一支业务精、作风好的修

志队伍，有的成为水平很高的史志专家。

总结本届修志经验，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众手成志。

这届志书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县参加收集资料、编写

人员均有上百人，有的县竞有上千人。其二，领导重视，榆

林地方志从始到终都得到了市委(地委)、市政府(行署)，

各县(区)委、县(区)政府的重视，设机构、配备人员、

筹集经费，各方面均给予大力支持，尤其是退居二线的贺长

光，专抓此项工作，不辞辛劳，一抓到底。其三，骨干牵头。

编写地方志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懂业务、善编写

的专门人才是不能胜任的，各县(区)志办的主任、副主任、

主编、副主编付出了辛勤劳动，有的竟病倒在编志岗位上，

有不少可以大书特书的事迹，足为楷模。其四，慎重选择主

编。主编是志书的总体设计者和编纂者，选择好主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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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以编出好志，主编最好由主任一人兼任，更利于编志工作。

其五，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要从资料的选择、篇目的设计、

遣词造句，甚至校对等方面注意把关，提高志书质量。本届

修志由于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大部分修志工作者都是仓促上

马，因此走了不少弯路，编写的志书也有这样那样的缺憾，

比如民国期间资料较少，记录改革开放的内容也较少，锤炼

不精，校对不严，尚有不少谬误等等，今后续修志书应予以

总结汲取。

由于几次机构改革，各县(区)机构皆和党史研究室合

并为一处，机构降格，地方志编纂，似乎成为可有可无之事：

其二，人员老化，亟待增加新鲜血液；其三，地方志依然贫

穷，各县地方志系统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远远不能适应

形势，不少县经费拮据，连正常业务都难以开展；其四，续

修志书，尚未纳入议事日程，起步维艰。

困难和希望同在，挑战和机遇共存。地方志事业广阔，

地方志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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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方志编纂沿革

第一节 明代

明代，本境内仅编修过《延绥镇志稿》、《延绥镇志》、

《清涧县志》等少量志书，都是由地方官主修，聘请地方耆

宿担任编纂和收集资料完成的。明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

(1566—1570)，清涧知县阮孝纂修《清涧县志》；明万历九

年(1581)延绥镇巡抚王汝梅主修、榆林道兵备副使赵云翔

修纂《延绥镇志稿》；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镇巡抚郑

汝璧和观察使刘余泽，继任巡抚涂宗浚、乾州训导榆林人马

希龙主编而成《延绥镇志》；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613—

1617)清涧知县陈汝元自己执笔修纂《清涧县志》。先后两

部《清涧县志》皆未刊印，散佚。《延绥镇志稿》也未刊印，

散佚。万历三十五年《延绥镇志》，木刻刊印，共八卷，今存

1—6，8卷(北京)。据史书记载，明万历年间，赵世勋也修

过《绥德州志》，散佚。明万历年间还有‘米脂县志》，也失

传。可知，明万历年间，本境有过一次修志热。

第二节清代

清代，今榆林境内，有<延绥镇志》一部和《榆林府志》

一部问世，各州、县皆编纂过州志、县志，有的州、县有数

部州、县志刊印。一般由地方府、州、县令主修，聘请地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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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雅士担任主编、采访员，予以编纂，也有的由私人编纂。

县志编纂成功后，因经费问题，有的难以付梓，千方百计，

筹措经费付印。

清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本《延绥镇志》问世。监修

是延安知府王庭弼，纂修是延绥镇同知谭吉璁，总裁是总兵

许占魁、陕西按察司副使高光祉、参阅绥德州知州祖允图、

米脂县知县黄离、清涧县知县江雯、榆林卫儒学教授王调元、

绥德州儒学学正王恩同，还有王世泰等6人为考订和校正。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光绪七年(1881)分别出增补康

熙本。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翰林院编修榆林知府李熙龄主

持修纂《榆林府志》，历时一年告竣，并木刻刊印。

清涧三次修志。顺治本《清涧县志》由清涧知县廖元

发汇纂，廪生白乃建参辑，清顺治十八年(1 661)木刻刊

印。乾隆《清涧县续志》，清涧知县吴其琰纂修，清乾隆

十七年(1 752)木刻本问世。道光《清涧县志》，清涧知

县钟章元修纂，陈颂第等参订，清道光八年(1828)刊印

问世。

靖边两修志书。乾隆年间《靖边县志稿》，仅有手抄本传

世。光绪二十五年(1899)靖边知县丁锡奎创设志书局，他

自己任主修，白翰章任纂修，还有一些采访员，于是年编纂

成功《靖边县志》，并木刻付印。民国二十四年(1935)又以

石印重印过一次。

神木两次编志。雍正、乾隆年间抄本《神木县志》传世，

后由台北影印成册，纂修者不详。道光‘神木县志》是神木

县知县王致云和他的幕宾朱埔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纂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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