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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书画院副院长王巨洲为本书题签



作者一九九九年五月撮于柳州

姚志忠，1954年出生于羲皇故里甘谷．中共党

女，本科学历，政工师。1970年起在铁路系统从事

人事、政工、宣传、纪委、工会工作，现供职于武威铁

路分局工会。热心文学，对历史、集邮、收藏亦涉足

较深，尤对甘肃人物方志独有情钟。心系陇情，足涉

陇原，寻觅先贤道迹，探究人物直事，历经十余载，遵

成(陇人志)一书，旨在为甘肃五亿添彩，尽陇上布衣

梓责。



《陇人志》自序

一、整理编写的意图

甘肃简称甘或陇，位于我国的西北部，地处黄河上游。她

历史悠久，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据解放以来

考古挖掘的材料证明，远在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

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繁衍。三千年前，陇东的泾

河、中部的渭河流域就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成为黄河流域

文化历史的开端和中华民族的摇篮。但甘肃之名，在历史上

出现较晚．宋代西夏曾有甘肃军司(驻甘州，今张掖县)之名，

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则始于元代。甘肃地域辽阔，面积达四十

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在甘肃境内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千百年来，通过这条交通

要道．交流了中西方的经济和文化，成为连接中外友谊的纽

带。甘肃名人辈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甘肃人民在祖国的

大地上进行过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在某些历史时期

内，曾使甘肃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活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有过相当高度的发展。甘肃古今人物在中国的历史上，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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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著、名声显赫。如约五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的始祖伏羲氏，

以自然现象作河图洛书，开始了中国文字的雏形；西汉名将李

广，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以勇敢善战著称，唐朝王昌龄写诗

感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东汉哲学家王符，

一生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取名《潜夫论》，讥评时政得失，提出

一系列治国安民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东汉书法

家张芝，其字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被称为

“苹圣”；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针灸学家皇甫谧，前半生致力于文

史学，著述三十四卷，后半生从事针灸医学研究，二十五年写

成十二卷针灸学经典著作《针灸甲乙经》，奠定了我国中医学

针灸理论的基础，后传入国外，现国际针灸协会把它歹一l为必读

的基础教材；唐朝皇帝李世民，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

制度，发展科学制度，任贤、纳谏，使社会政治、经济有了高度

发展，被誉为“千古一帝”；唐代大诗人李白，被誉为“谪仙人”

为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唐朝诗人李益，长期从军，写

了大量边塞诗篇，感情热烈，音律和美，“可与太白、龙标竞

爽”；明朝文学家李梦阳，在文学事业上，回澜障倾，反对台阁

体，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以他和何景明为首的“前七

子”的复古流派，产生较大影响；清朝文史学家邢澍、张澍，著

述颇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代的爱国将领邓宝珊，拥护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促成了北平的和

平解放；现代著名劳动模范王进喜，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做出了贡献，被誉为“铁人”，他们

都不同程度地在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足迹。有关历史文

字记载材料虽然多有散失，可至今仍有数以千记的甘肃古今

人物名传于世，仅《四库全书》第五百八十八册中记载的甘肃

历代名人(其中包括当时隶属甘肃的宁夏、青海)就有505人。

在现代革命斗争中，仅甘肃有姓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有近



5000名。

甘肃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勤劳而纯朴的人民，千百年

来，名人辈出，各领风骚，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

华民族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然而，自1926年由陇右乐善书局交扣通印刷馆排印，由

甘肃籍史学家张维(188卜1950)编写的《甘肃人物志》(收入
457人)一书问世以来(现存世很少)，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系

统、全面介绍甘肃历史人物事迹的著述，有的只是散见于各类

书籍、报刊、杂志中的零星记裁，成书的也只是一些关于某一

方面的人物选介。如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甘肃古

代作家》选入24人，甘肃省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论文《甘肃

历史人物选》(周恩棠等写)选入4人。据笔者所见到盼文字

资料，现在如湖北、浙江等省已出版发行了规模较大的人物志

书籍，有的多达1800多人，其中《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还将甘

肃人物6名收编在内。相比之下，感慨颇多。

随着改革开放，建设事业和旅游业蓬勃发展，渴望了解甘

肃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广大甘肃人民都希望对甘肃有更多

了解。然而，从历史上看，宋、元以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东移，甘肃和其它省区的发展，相应地拉开了距离，

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人们头脑中“甘肃落后”的思想认识。解放

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甘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上了逐步繁

荣的道路。可是，由于有关甘肃的各方面史料的发掘、整理，

跟不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所以，外地人不太了解甘

肃，至今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甘肃人也不甚了解甘

肃，由此而助成了不热爱甘肃、不安心在甘肃工作等一系列思

想问题。笔者癌感于此。便产生了在当前宣传甘肃、介绍甘肃

的活动中编写甘肃古今人物志的想法。笔者认为，此类著述

的成功。会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提供关于甘肃历史发展乃至中



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知识，介绍甘肃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作为，

从而激励人们热爱甘肃、建设甘肃、振兴甘肃的高度爱国热

情。

二、整理编写的轮廓

从1985年就读甘肃省委党校延至毕业，笔者以集邮的方

式，在书林中寻觅，共收集了322位自原始社会至现代甘肃省

籍的各类名人的有关资料，编纂成册。之后，经十余年收集整

理、编写，成为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容纳了698名古今人物

的《陇人志》。如果它能对以后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编写大规

模的甘肃古今人物志有所帮助，于我正是极大的欣慰了。《陇

人志》的基本情况为：

l、体例分布：

《陇人志》按时间先后顺序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至第

三部分是原始社会、古代、近代部分，第四部分是现代部分。

各部分共收编人物情况如下：

第一部分收编了自原始社会至隋朝的甘肃人物252人。

其中原始社会2人，周春秋时期3人，战国秦汉之际2人，西

汉时期16人，东汉时期29人，三国时期5人，两晋十六国时

期92人，南北朝时期78人，隋朝25人。

第二部分收编了唐朝至元朝的甘肃人物213人。其中唐

朝144人，五代十国时期12人，宋朝35人，元朝22人。

第三部分收编了明朝至清朝的甘肃人物104人。其中明

朝24人，清朝8()人。

第四部分收编了现代时期的甘肃人物129人。

2、编排顺序：

《陇人志》所编入的人物，按朝代和生年先后顺序排列，跨

越两个朝代的按其在朝代的政迹显著程度编排。为了人物传

记表述的系统性，在《陇人志》中特将同时代同家族历史人物



按年限有序排列，以便体现资料及体例的完整性。

3、附表部分：

为了便于读者对甘肃人物的了解和检索，书后专设“附

表”，计有“甘肃历史沿革表”、“甘肃古今地名对照简表”、“中

国历史年代简表”等。

4、资料来源：

《陇人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甘肃省、甘肃省党校、兰州大

学等图书馆及有关报刊、杂志。在此基础上，又在各类人物志

书上摘录了众多甘肃籍人物，形成了《陇人志》的规模。在此，

笔者对各类人物传记的作者一并表示感谢，并将《陇人志》资

料来源作为附录部分刊于书后。

三、整理编写的见解

整理编写甘肃古今人物志。是一项浩繁而又严谨的工作，

笔者在编写《陇人志》的过程中，对此有如下见解：

l、资料要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防止谬种误传

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但是，其中很多资料经过后人的整理加工，出现了一些不确切

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谬误，如籍贯、字号、生卒年

代、生平经历、成就著述、地点、时间等。这里仅举一例，以证

所说不谬：《辞海》(缩印本)第t102页中，十六国时后秦的建

立者姚襄兄弟的生年便与史实不符，姚襄为兄而生年是公元

331年，姚苌为弟却生年为公元330年，弟比哥反而还大一

岁，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另外，还有一些资料对某一问

题的说法不一，是属于史学界等待研究辩明的问题。

2、古代的资料需要整理加工，现代的资料需要抓紧收集

古代人物的资料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文言文。如《四库全

书》第五百八十八册中关于甘肃历史人物的记载。甚至1926

年《甘肃人物志》也全用文言文写成。这些资料只有一小部分



被后人编写整理成为白话文。所以，还有大量的古代资料等

待整理加工。现代人物的资料则在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不

足，现在应在这些人物的后代以及部分生前友好健在的时候，

抓紧收集整理。如经过长征的解放军将领，党的领导干部，革

命烈士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等。否则，对较完整的记载甘肃古

今人物，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3、整理编写要有一定的范围

从古到今，有文字记载的甘肃历史人物有成千上万。然

而，作为一部有价值的甘肃古今人物志，没有一定的舍取，不

划定一定的范围是不行的。比如，将那些只是中过秀才、举

人、状元，当过县令、官吏而没有什么事迹的也统统收编进去．

对人们没有什么启示、借鉴作用。但是，对于一些反面人物，

罪恶大影响也大的，比如本世纪二十牟代末、三十年代初活跃

于西北四省的、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马仲英，则应该适

当收编。对于一些出身于贫民百姓，虽不是官吏，但有一定作

为扣影响的，如刘巧儿的原型封之琴、吉鸿昌的妻子胡红霞

等，也应收编。

4、生不立传

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现还健在的人物一般不应收入，这

是因为他们一生的作为还没有完结，对他们做完整公正的评

价尚欠妥。笔者在《陇人志》第四册中收编的现还健在的32

位人物，只能做为一种资料存放起来，正式的传记将等待后人

去编写。

5、对甘肃有贡献的外省籍人物也应歹Il入编写范围

有史以来，许多夕瞄籍人来到甘肃。扣甘肃人民一道，为
甘肃的振兴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埋骨于

甘肃大地，他们的事迹一直为甘肃人民所传颂。所以，在编写

甘肃古今人物志中，应该把他们也载入甘肃史册，这样对开发



大西北，建设甘肃，更有现实意义。只是本人能力、时间所限，

一时未能觅业。

6、还应加些附助性资料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甘肃古今人物和甘肃历史的发展，还

应加一些如“甘肃历史大事记表”、“甘肃人物分类表”等资料，

这样读者就容易从中全面了解甘肃古今人物在历史上的地

位，作用和影响。

7、省有关部门要有规划和组织、
7

综上所述，甘肃古今人物志的编纂，在资料的收集、整理

和加工等各方面，早已超出了个人所能承担的范围，一个人的

经历、条件、资料总是有限的。所以，省有关部门应当对此做

出规划和安排，组织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争取早日整理编写出

大体上完整系统的甘肃古今人物志的丛书。

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在此之前没有涉及过甘肃古今人物

志的整理编写。驾驭文字的能力欠缺。所以，在整理鳊写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文言文翻译，史料来源，对于甘肃

历史知识的了解等等。因此，形成文字不精确的地方，甚至错

误在所难免，希望史学界前辈赐教、指点。

在《陇人志》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兰州铁路局政治部副主

任赵良先生(现任鸟鲁木齐铁路局党委书记)等领导、甘肃省

委党校、兰州铁路局党校领导的鼓励支持，得到西北师范学院

教授、《甘肃古代作家》作者之一的路志霄先生，甘肃省委党校

肖安鹿老师，金昌市文联苏胜才等诸位先生的指教，使笔者受

益颇深，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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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嵩 赵瞅 梁祚

竺昙猷 于道邃 单道开

⋯⋯⋯⋯⋯⋯⋯⋯⋯⋯⋯⋯⋯⋯(95)

赵逸 胡叟 释宝云

释超辩 释弘充 法瑷



焦 度

源贺

李宝

张湛

李 冲

僧隐

源怀

陈瞻

阴子春

宋显

麴玄喜

麴文泰

姜质

李弼

段韶

辛威

梁御

释法安

十、隋
．李穆

赵 煲

李景

宗钦 刘丽 韩茂

法凝 法颖 玄畅

僧境 道猛 保志

邓渊 索敞 释僧侯

杨公则 杨大眼 慧览

慧初 令狐整 令狐休

源子邕 源子恭 宋云

宣武灵皇后念贤 梁览

彭乐 金祚 宋绘

权景宣 麴嘉 麴坚

麴宝茂 麴乾固 麴伯雅

麴智盛 莫折大提莫折念生

李叔仁 辛雄 赵贵

李尉 李贤 李远

穆提婆 王杰 刘雄

李和 赵昶 祖挺

阴铿 辛德源 辛彦之

释静端

朝⋯⋯⋯⋯⋯⋯⋯⋯⋯(125)
梁士彦 慧远 辛公义

赵芬 梁毗 李安

李衍 源雄 董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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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寿

梁睿

王仁恭

洪满

-t-一、唐
李 虎

赵耶利

李袭誉

衡阳公主

薛万彻

智俨

平阳公主

李延寿

李承乾

契忿何力

李孝逸

李思训

赵彦昭

李 白

郭知运

王君奂

乌承王比

李询 李

皇甫诞 牛

赵才 李

崇 梁彦光

弘 阴世师

轨 段达

覃】j⋯⋯⋯⋯⋯⋯⋯⋯⋯⋯⋯(137)

姜宗谊 释靖玄 杜顺

唐高祖 李神通 智首

李瑗 李建成 李孝恭

道兴 唐太宗 薛万均

姜暮 姜确 李道宗

李元吉 李道玄 李元昌

李元嘉 李灵夔 李元婴

李泰 李绪 李昌符

李恪 法冲

唐高宗 李贞 文成公主

弘化公主赵武孟 牛风及

章怀太子唐中宗 唐睿宗

太平公主李藿俊 董庭兰

康洽 李适之 李筌

牛仙客 李宪 李邕

安乐公主唐玄宗 乌承恩

吕 向 唐殇帝 郭英杰



李瑛

李林甫

李国臣

唐代宗

李 岘

李勉

李皋

李湛然

咸安公主

李逢吉

乌重胤

李翱

李朝威

李石

唐穆宗

太和公主

张议潮

牛丛

皇甫枚

张承奉

金城公主

李王彝

宁国公主

李晟

辛云京

李抱真

唐德宗

李益

李实

权德舆

李程

李 恝

唐宪宗

皇甫锝

唐敬宗

唐武宗

张淮深

李拯

唐僖宗

浑碱

唐肃宗

姜皎

如顾

李瑁

白孝德

和义公主

窦常

李道古

李宪

令狐楚

李复言

李听

大遇

唐文宗

唐宣宗

唐懿宗

牛峤

唐昭宗

李袢

李f炎

李昭道

郭英义

李抱玉

辛景杲

端甫

梁肃

史宪诚

唐顺宗

李公佐

李训

牛僧孺

皇甫镛

李宗闵

李廓
’

李蝠

李巨川

唐哀帝

十二、五代十国⋯⋯⋯⋯⋯⋯⋯⋯．(201)
杜龇龟 胡翼 张从训 巨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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