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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研究兰州经济发展史

增强中心城市凝聚力

兰搁市委书记李克林

白杨重琦、魏明孔同志主绵的《兰剖经济支)) .是一部全面

率统论这兰词地区经济的追支，它充分吸收丁古今的有关研究成

果，在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择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表述丁兰判地

区经济发品萄历丈动态和全过程，线索清晰，内容具体，论证

精审产肃，不失为一部刀作。

《兰州经济支》土起石器时代，丁迄20世纪80年代，在

"逼"的前提下，作者不仅对具体时期兰州地区的经济加以研究

与叙述，而且注意充分揭示兰州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及其

动因，将地区经济纳入全型经济发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全盘考

虑，使其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应。可以说经济与社会、区域与全

国沟通，是《兰判经济支》的一大特色。

尤其佳得一提的是， <<兰州经济支》在最后一章用较多的笔

墨对兰州永来经济作丁犀望。作者立足于军域经济，对这域生产力

革开丁深入讨论，所引资料郑实可靠，论点新颖，是一种有益萄

尝试。姑且不论这里的展望是否完全荐合兰判经济发系的客观麓

律，以及一些现点颇有商榷的余地，只是这种探索精神，就位得

肯定与提倡。

《兰州经济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支唯物主义的混点及

比较研究等文学方法，从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人口、民



族、文远、科技、文化等方面，率统地研究丁古今兰卅边草草济

支品和变化，用历文主兰~经济友且给规律为现实挂济建设提棋

d错鉴，具有一定的学术骨佳和实属价位。我相信， <<兰辩经济

文》辑出版，对于椎动兰姆地区的改革开放，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为职能部门科学决菜，造一步增强兰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凝聚

万和辐射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佳和促进作用。因此，我十分感

谢《兰纯经济文》的儿位作者所做出的艰苦努刀和积扭探索。同

时，我也哀心希望学术界的同志们进一步开展声音兰州地区经济文

码研究，将这一顿域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1年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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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兰州经济史研究的新突破

兰州市市长柯茂盛

《兰州经济支》的正式出版，是一件位得庆贺的事。

兰州在漫长的历丈岁月里，曾以军事重镇、丝路商埠和茶马

互市而闯名远远，为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西北经济写-r 1 壮丽

的篇章。特别是1949年以来，兰州在经济建设丰取得丁举世瞩目

的成就，已经成为黄河主港最大的工业域市和西北地区科学研究

中心之一。在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兰州的战略地位将豆得越来

越重要。因此，如何宣传兰州的经济优势，让人们史全面地丁解"

兰州，已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问题。

回顾一下历文，平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们就涉足兰

州并创造丁灿娃的古代文化。时至唐代，兰州的经济还是相当发

达的，只是到近代才落伍丁。 19世纪末期，在世界大工业革命i良

潮冲击下，兰州曾有过一些近代工业企业，却很快地被封建经济

的汪洋大海吞没丁。认真地、全面池、理性地总结这一历支进

程，对今后建设兰州具有十分重大的历丈意义和现实意义。

《兰州经济文》在都市经济历文研究方面取得丁可喜的成

绩。它以翔实的文资向读者展示丁兰州经济各个历文时期的支品

规律及其特点，读来受益匪浅。对于专门从事地方文研究的同志

来说，本书提供丁较为详细的资料s 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来

说，可以从中看到兰州经济发展的进程z 对于各纽领导、特刘走



经济部门的领导来说，本书具有借鉴价值。

兰州正处在改革时期，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兰州;进行这样

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从历支和未来的角度来审时皮势。此倚

《兰州经济支》出版之机，我谨期望兰州学术界能以研究兰州

经济为己任，多发表高见，为建设兰州而献计献策。让我们携手

合作，创造美好的明天!

1990年 10月于兰州



第一编 兰州古代经济史

导论兰州、!古代历史概述

兰扑i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代先民们生忌、、繁衍、劳作的重要

场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曾是民族交往与融合的主要地

区，是中原通往西北边捶、青藏高原以及与敌亚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通道，是古代战争的重要疆场，是关珑文化的主要形成区

域之一。

据已发握的考古资料表明，旱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期，今

兰扑i地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先民们在这里制造了她烂的、富有地

方特色的远古文明。在今兰州黄河两岸的西果园、王保保域、十

里店，辜兰县的石?国寺、阳西窑等雄，先后发现了大量的彩陶及

其文化遗址，据科学鉴定，其分别属于马家窑〈公元前3100年

前2700年〉、半出(公元前2500年-茹2300年〉、马厂〈公元前

2300年一前2000年) 3个文化类嚣。

马家窑类型的窍子呈方形和国形两种，一般是半地下穴式，

同时还有撞基打墙的地面建筑。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为兰如i地

区先民们的劳作创造了比较理想的条件，使他们制造出了琳琅满

目的彩陶。兰州地这马家窑类型彩陶j蓝色以橙黄为主，表蛋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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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较棒锢，常且有带黄色的彩绘。这时的彩梅十分精致， r马彩尤

其发达。

在马家窑文化类型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半山类型，其房子一般

是方形。这时的文化遗址中已有木、石郁的葬具。男性的葬具一

，般是石刀、石斧等，女性的葬具则以结轮为主。这反映了此时兰

州地区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已相当明确。

相对目言，兰州地区马厂类型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这时的

房子已出现了多元的套部房子。这种套式房子一般在屋内设有窑

穴，反映了社会的进步。随葬品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墓葬中体现

的贫富不均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墓葬中的陶器多达80-90件之

多，有的只有1-2件。说明兰州地区已出现了阶级对立。马厂类

型的彩陶制作较前两种类型略为精糙， 18器形和花纹种类财更为

丰富。与马家窑类型的辑同之处是，彩绘也多月黑、红两色， i旦

也有j吾单色的。在绘彩之前，先涂上一层红底色或施红、白色陶

衣，再进仔彭绘的海器，在马厂类主旦中最为盛行。彩陶中的双耳

小罐、腹荤钵、单耳杯、短颈高腹壶末日盘影豆等，是马厂类型中

J的代表作。

兰州地区的彩陶文化一际相承，具有自己拉特的风格，是实

黑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是物段文明与精神文琪的结晶。当时这里

的居民是乐、羌民族的先畏。我们从兰州地这彩跨文化的内活

及其发展演变来看，民、芜作为兰州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其先

民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梧当高的物原文化和精神

文化，彩F每就是其中的代表。兰州地区的文化梅或了具有地方色

彩的秦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奴隶制时代，今兰州地区属羌、戎之埠，这里主

要从事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生产。公元前770 年，东平

王东迁洛邑，今天水、清水一苦的秦人因护卫平王有功，被

封为诸侯菌，从此跻身于西爵统辖之下的诸侯大茵的行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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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秦人不黯向西开拓，其势力逐渐达到今兰外i地区。秦韶王

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 ，置陇西郡，郡治驮道(今临挑

南) ，今兰州地运的大部分属于陇西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全国为36郡。 t，国商为

塞"，兰扑i黄河v.Á南、以东地这归属于陇西部。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 ，第一次在今兰州地区置输中县，明确了秦国

在今兰州地区的统治。至于今永登、牵兰两县，在当对白属于

乐、羌游牧这。可晃秦时兰州地区的生产仍以畜牧业为主，是

民、羌等族活动的重要地区。西汉初年，兰州地区的行政隶属关

系沿袭秦制。王若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取天水、捷西、

张掖3郡各2县增设金域郡，郡j台允吾〈今永靖县西北) ，辖13

罢。其中令居(今永登县ïL9;1t )、枝 ~8 (今永登县南〉、金城

〈今兰州城关区西北〉、先街〈今永登芸域南〉、浩重(今红古

区窑街一带〉、输中〈今兰;'1'1市东部)等6县在今兰州市境内。

今辜兰县西北为垣围县，今输中东南大部为勇士县，分到属于武

威郡和天水惑。东汉先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金域郡并

入珑西都，次年复立。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因汉芜战争

之故，金域都曾一度东迁襄武(今陇西县) ，战争一结束，即迁

居原址允吾。

金城埋在当时具有十分重雯的地位， u金域野之各的由来就

足以逅明这一点。据《汉书·地理志》载: "称金， 取其坚臣

也。古墨子日金城汤i!益"。后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如《读史方舆

纪要》的作者就曾指出z "控?可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

需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分戎夏之间，居襟喉之地，河西、

捷右安鱼之帆，常以金城为消息哉"。自汉武帝涯嚣骑将军霍去

病击破匈奴、开发河西4郡以来，金城遂成了汉朝经营河西的基

地z 自张毒"凿空"以来，丝绸之路真正成了联系中外政治、经

济、文化的纽带，由于丝绸之路贯穿金域全境，金域从此便与萤

3 



声中外的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中茜交遥史上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同时，由于金境地区介于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是中

央王朝联系勇边少数民族的重要区域，民族交往与冲突在这里同

时存在?构成了金域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兰外i地区还是

中原王朝前街周边强大民族的军事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汉

时驻军数量相当可观。为了保证军事给养，中央政府一开始就对

这皇的电垦十分重视，一方噩徙民于兰州地区，一方面利用驻军

士卒屯垦土地，使屯垦在兰州开发史上具有特殊的堆位。在自然

经济下，人口的数量是生产发展与否的一个尺度。西?又时金域君在

户是38.470，口是146.648。这意味着贵州开发史上的第一个

高璋的到来。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及农民起义等原因，金城郡户口

锐减，对户 3.858，口 18 ， 957，但并不是历史的低谷。实际

上，秦汉时对兰州地区的开发远不止于经济方面，政治、贸易、

文化、军事诸方面莫不如此。

魏晋离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又是民族大融

合的时代。兰州地区的历史直接受茧这-背景的制约。三国时金

域郡属曹魏，领有榆中、先磊、浩壁、白土、允吾金域等 6县，

时勇士县并入播中。西晋时度先吾县，金域郡i台也迁至输中苑

)If。十六国时期，金域君E曾是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

西秦、后秦各事i据政权的辖属地，其间领县变更频仍，莫相统

一。前凉张实建兴二年〈公元314年)郡治出苑 JII 迁至今西固

域，又i从中分令居、永登、校捂3县更立广武郡，君主治永登(今

永登县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 ，鲜卑乞伏国

仁建立西秦政权，在今输中县夏宫营"筑勇士域V)、居之"。至公

元388年迁都于金墟。立魏时郡治又迁至苑JII 。西魏时君在治迁至~j

子域(今兰州、i境关区) ，领有子域、输中、大夏等3县。北周时

领有子域、大夏2县，并输中甚于子域。

这一时期兰炖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成了各政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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