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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嘉峪关志》严格遵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记载嘉峪关城建关至今自然、历史、政

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嘉峪关志》是嘉峪关初创的关城文物古迹志。由嘉峪关市关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志书中地名使用各级政府确定的标准名称o

三、《嘉峪关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上限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下限断至2010

年底。建置延伸至先秦时期。附录中内容延伸至201 1年底。

四、《嘉峪关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载体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文体除

引用原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横分纵写。保持志书的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

一。

五、《嘉峪关志》引用史料，多为古书所载文言文。采用时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尽量译

为白话文。叙事力求具体生动，阐述力求科学严谨真实。

六、《嘉峪关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括号内注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

七、《嘉峪关志》采用编、章、节、目编辑法，设建置、建关置隘、兵防、交通经营、文物古

迹、嘉峪关长城的保护维修与开发利用、文化、人物八编，共二十九章。八十九节。增设了

大事记、概述、附录三部分。附录中收录了维修关城的重要文书资料、记述党和国家领导

人视察嘉峪关城的回忆文章．名人墨宝。

八、《嘉峪关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史籍和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并经考证鉴别

后选用。志书内各项数据采用统计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核实的数字。并执行国家语言文

字委员会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o 1949年前依历史惯例。本志原则上不作换

算。1949年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的规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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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嘉峪关市委书记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市长

～|

坼≈l≮
盛夏时节，欣闻《嘉峪关志》编写告竣，深感欣慰，受托欣然命笔，权以代序。

从小生长在陇原大地．对陇上风物心仪已久。幼年时曾闻河西“天下第一雄关”——

嘉峪关，工作后有幸亲践此地，前往凭吊。登西陲雄关，见秦时明月；望大漠孤烟，睹长河

落日；叩明清古钟，闻汉事唐韵；听驼铃声声，遐丝绸古道。观汉明长城遗迹，幌见华夏祖

先艰难创业的遥远身影；望穿关城而过的东西通衢，让人忆起古丝绸之路茶马互市的盛

况。越城垣垛口，望戈壁绿洲、悬臂长城、黑山岩画、魏晋墓地下画廊，无不令人耳目一新，

神思飞扬。目睹这些历史遗迹，神奇的造化，不由使人感天地之辽阔，发怀古之幽情，沐乡

土之清风，叹万物之慷慨，实为人生之一大幸事。

嘉峪关，明长城西端起点，素有“中外钜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距今已有639年

历史，它比山海关早建九年。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征虏大将军冯胜在班师

凯旋途中．选址在东连酒泉、西接玉门、背靠黑山、南临祁连的嘉峪塬西麓建关。嘉峪关地

势天成，攻防兼备，与长城、城台、城壕、烽燧等共同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千里河西走廊，历来为兵家争夺之疆场。秦汉时期，此地为氐、羌、月氏、匈奴、鲜卑、

吐谷浑、回鹘、吐蕃、党项等部族争夺之地，这些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从秦至汉，夏朝的遗

民匈奴西迁，占河西，据漠北，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羯及其二十六国，在不断吞并周

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并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匈

奴与汉开始了摩擦与融合的历史。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农耕文明

和游牧文明征战的历史。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宋与辽金、蒙古，明与满清，都是农耕文

明与游牧文明的争战，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为补充。游牧民族的侵扰．不仅具有极大的

破坏性，同时具有革新作用。汉初，西迁的匈奴多次入侵中原，挑起战事。汉武帝派遣骠骑

大将军霍去病、卫青率大军出河西击退匈奴．置四郡于河西，酒泉郡之西的嘉峪关地区为

河西边塞，后设玉石障，至明洪武五年建嘉峪雄关，起着藩卫的职能，平时屯兵屯田，战时

防御抗敌，为民族融合之驿站。百年沧桑，百年磨砺，几度嬗变，风蚀雨剥，兴衰轮回。嘉峪

关既是军事要塞，又是交通门户，堪称“边陲锁钥”、“长城主宰”、“天下第一雄关”o

每每亲临雄关，总令人逸兴遄飞，感触丛生，浮想连篇．往昔岁月，金戈铁马、逐鹿疆



场、改朝换代、民族战争在长城上留下了深刻烙印。长城和雄关作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将

永恒在中华大地。万里长城所蕴藏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除建筑布局、造型、

雕饰、绘画艺术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散文、戏曲说唱。古往今来的历史名人、戍边

将士、骚人墨客、诗词名家都在嘉峪关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历史篇章。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演绎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阅览《嘉峪关志》，亦能增见识，开襟抱，

满足壮游之情趣。

《嘉峪关志》起笔于秦汉，落笔于当代，以历史纵向发展为骨架，以正史史料为精髓，

撷取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为血肉，以史家的视野、求实的笔法，浓缩三千年的风云变幻和

兴废更迭。将自然地理、兵防建置、商贸交通、历史文化，关城今昔，融会贯通于一体。

志书以史为据，力求详实准确，汉塞遗迹、魏晋南北朝更迭、隋唐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k／Ti史背景、自然地理阐述建关置隘的必要性。娓娓道来，寓事

于理。旁征博引。引人入胜。

志书引用史料，多为古书所栽文言文，采用时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尽量译为白话文，

叙事力求具体生动，阐述科学严谨真实。

《嘉峪关志》的编修是为了宣传嘉峪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志书详略得当

地介绍了嘉峪关城的今昔变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嘉峪

关城的保护维修和开发利用，长城文化旅游景区的建设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凸现了

古为今用的历史宗旨。

志书编纂，历经五栽，篇章节目，增删取舍，多次编审，反复修改，终成志稿，实属不

易。

编修《嘉峪关志》，可谓是宣传雄关，造福桑梓的欣事。

匆匆阅览，草草行文，我的片言只语或许能为大家开启一扇窗户，送去一缕春风。

是为序。
’

二。一一年八月



大事记

明 代

大 事 记

洪武五年(1372年) 明太祖派征西将军冯

胜远征漠北，冯胜在回师途中。相度地理形势，决

定在嘉峪山麓西北余脉处。九眼泉冈塬上建关筑

城，扼控咽喉。当年开始筹备兴建，于次年筑成一

座周220丈、高二丈余、宽厚丈余的无楼土城，嘉峪

关城从此筑起。结束了嘉峪关有关无城的历史。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 设立安定(地在

今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与青海省西北部

地区毗连处)、阿端(在今青海与新疆交界处)二

卫。明王朝于洪武、永乐年问．为安置游牧于嘉峪

关外的蒙古、撒里畏兀儿部落，先后在嘉峪关以

西设立“关西七卫”即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在

今青海西北部)、罕东卫(在今甘肃肃北蒙古族自

治县、瓜州县、敦煌市毗连处)、罕东左卫(在今敦

煌市和瓜州县西部)、赤斤卫、哈密卫之始。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三月 朱元璋任命西

平侯沐英为征西将军。沐英率军西渡黄河。分军

为四翼．合围聚歼，擒元国公脱火赤、知院按珠

(爱足)。尽获其部。四月沐英遣都督濮英率军一

部，先行出嘉峪关．破故元柳城王，虏获1300人，

马2000余匹。五月明军进至赤斤，击败豳王亦怜

真及平章忽都帖木儿，尽俘其众，关外失地收复，

使河西至哈密交通恢复。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 西域撒马尔罕

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进嘉峪关朝贡．贡

马205匹。诏赐白金400两及文绮、钞锭，从者俺

都儿等8人白金700两。文绮、钞锭有差。此是明

朝立国后，西域来的最早的贡使。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 建立肃州

卫嘉峪关所。

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二月 中亚帖木儿

王朝沙哈鲁王派遣由510人组成的出访明朝的

庞大使团，从沙哈鲁王首府哈特启程东行，经塔

什干、赛兰、塔拉斯入东察合台汗国、哈刺和卓、

哈密、玉门、嘉峪关、肃州东行前往北京。永乐十

九年(1421年)离开北京，次年元月出嘉峪关西

归。九月回到哈特。其使臣盖耶速丁根据东行日

记，写成《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述了沿途所见

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风俗、人情。

宣德十年I 1435年)十二月 阿台朵儿只伯

入侵河西，甘肃总兵官、宁阳侯陈懋率师反击。连

败阿台朵儿只伯于黑山等处，追回被掠人口。

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 鞑靼六千余骑犯

肃州，杀掳二百余人，掠马畜一万四千多，又犯嘉

峪关、石关峡及永兴墩。

正统十一年(1446年)九月 沙州卫都督佥

事喃哥来求甘肃总兵官任礼。欲率部东迁，入居

肃州之小钵和寺(今嘉峪关市新城乡野麻湾堡西

北十五里，名寺营庄子)。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 筑陕西延绥至甘

肃一带烽燧、堡、壕、墙．以防瓦刺。

成化九年(1473年)八月 阿力遣使赤儿米

郎等来叩嘉峪关，请求人贡，明廷许其人贡，而限制

来人名数，不许过多，诏每十人许一人进京进贡。



弘治元年(1488年) 为防御鞑靼从额济纳

旗方向入侵，肃州参将彭清主持修筑嘉峪关东北

长城(墙高一丈j尺，厚约六尺，东西长七十里)，

稍前为防御吐鲁番入侵而修筑嘉峪关南、北长

城(壕堑墙为主)，与嘉峪关城相接，南、北各约

三十里。

弘治六年11493年)四月 吐鲁番速坛阿黑

麻率兵进犯哈密．明廷派兵部侍郎张海、都督同

知侯谦前往经理。二人身居甘州，不亲出嘉峪关，

只派吐鲁番人归谕阿黑麻。令其归还哈密，坐待

回音。得知朝廷中有弃陕巴、闭嘉峪关、不通贡使

之议。便迫不及待地立即驱逐进贡的吐鲁番使

者。封闭嘉峪关。

弘治七年(1494年) 为惩罚吐鲁番速坛阿

黑麻执陕巴，据哈密之恶行，明廷闭嘉峪关，绝吐

鲁番贡使，并以嘉峪关为西边门户，令肃州增筑

加固嘉峪关，严加设防。

弘治八年(1495年) 肃州兵备副使李端澄

在上年加固嘉峪关城西罗城的基础上(在西瓮城

西面．修筑一道凸形重城，其城南北走向，墙正中

为正门。墙的南北两端均与外城墙西端连接，外

城墙又与长城连接，构成西侧外城，即西罗城)，

在罗城正门平台上建起一座三层三檐式、面宽三

间、进深两间、周围明柱回廊、高17米的木结构

城楼。城楼雄伟壮观，望之四达，结束了嘉峪关建

关以来有城无楼的历史。

弘治十四年11501年) 为加强防务，乃敕

修嘉峪关。主要是增高加厚内城城墙，为后来建

内城东、西二楼及城上角楼、箭楼等莫定了基础。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 镇守甘肃总兵

刘胜奏备边四事．其中修边墙、增墩台是四事之

一。奏中言．计划修筑“自庄浪接宁夏冈子墩起至

肃州嘉峪关讨赖河止，筑边墙总二千六百七十八

里，增墩台。须三年告完，用人夫九万。”廷议照

准．由各州县长官会同本边分守、守备等官监督

修筑。

·2·

弘治十七年(1504年)瓦剌及安定部大掠

沙州人畜，罕东左卫都督佥事只克不能自存，叩

嘉峪关求济，明廷赈给之。

正德元年(1506年)肃州兵备副使李端澄

按照弘治八年所筑嘉峪关楼的样式、规格，主持

修筑了内城东、西二楼，即光化楼和柔远楼，以及

官厅、夷厂、仓库等附属建筑物，并维修加固了内

城城墙二百丈。全部工程于次年二月告竣。保存

完好的《嘉峪关碣记》碑详细记载了此次修建的

情况。

正德元年(1506年)肃州嘉峪关承信校尉

王镇主持修嘉峪关城内玄帝庙。于次年--,El落成。

正德七年(1512年)阿尔秃厮寇嘉峪关，

指挥佥事赵承序等袭击之。斩首百余级。

正德十一年11516年)十一月 吐鲁番速坛

满速儿令火者他只丁、牙兰复据哈密，亲率万骑，

直犯肃州。肃州急。十六日肃州兵备副使陈九畴

使肃州参将蒋存礼、甘肃游击将军芮宁、都指挥

黄荣、王琮等率所部分出肃州往御之。芮宁部至

黄草坝(一说为沙子坝)与满速儿军相遇，满速

儿以大部攻击芮宁部。分兵击蒋存礼等部。使不

得相合。芮宁部接战，众寡悬殊，自朝鏖战至暮，

矢尽援绝，芮宁中流矢，以身殉职，所部八百多

人战死。

正德十六年(1521年) 吐鲁番大掠嘉峪关

附近。

嘉靖七年(1528年)兵部尚书王琼允许满

速儿入朝进贡。迁徙哈密回部至肃州东关居住。

嘉靖八年(1529年)在嘉峪关西添筑骟马

城、上柏杨、下柏杨、回回墓、红泉等五座烽燧．加

上先年所筑的大草滩墩、石烟墩、黑山儿墩，关西

烽燧共有八座。

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夏蝗虫从嘉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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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飞来。到肃州时遮天蔽日，禾麦受害严重。

嘉靖十八年(1539年)九月 大学士兵部尚

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行边。与兵部左侍郎、总

制三边军务刘天和视察嘉峪关后．上疏嘉靖皇

帝：“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

弱，墙壕淤损，宜加修葺。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

浚其淤损者。仍于濠内添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

墩台一座。以为保障。”当其奏疏获准后。便由肃

州兵备副使李涵主持维修关城、监筑关两侧南、

北长城。次年(1540年)李涵升任辽东太仆卿。翟

銮以李涵前议修边墙事未完成，加之三边总督刘

天和会同抚按同僚等报告请留．于是改任李涵为

陕西左参政。留任肃州。总理嘉峪关南北长城重

修事。李涵与分守参将崔麒，调凉州卫指挥蔡纪、

山丹卫指挥纪纲、肃州卫指挥梅景三人分计工

程、各督乃事。三军踊跃，而边墙遂成。南自讨赖

河墩。北尽石关儿。长三十里。又修石关峡口的断

壁长城。

嘉靖十八年(1539年) 巡抚杨博巡视时，

在嘉峪关外增筑榆树泉、三条沟、火烧沟、麒古墩

四座墩台。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 巡抚杨博

巡视嘉峪关外，添筑榆树泉、三条沟、火烧沟、古

墩儿墩四座。至此．嘉峪关外共有十二座烽燧。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肃州参将刘勋呈

巡抚杨博在金塔北修筑威虏城，并在威虏：lt；A里

地筑永安墩。在嘉峪关西十里添设永兴后墩(后

改大草滩墩)，在嘉峪关西：It；--百二十里，添筑镇

北墩(后改名下古墩)。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杨博监筑石

关儿营(石关峡堡)。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巡抚杨博、兵备

王仪议定：新城、下古城、金佛寺堡等，展筑城垣，

添设防守兵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刑部郎中陈裴奉

敕巡边。至嘉峪关。

嘉靖三十五年11556年)在石关峡堡新添

军营一座。

隆庆二年l 1568年) 三边总督王崇古巡视

嘉靖+九年11540年)肃州兵备副使李涵 嘉峪关，上疏言：“嘉峪关三面临戎，势甚孤悬，宜

监筑西长城，南起讨赖河，北到石关儿(石关峡 设守备防御”。上从之。嘉峪关始设守备。

口)，计长30里，并筑断壁长城1．5里。

嘉靖十九年11540年)巡抚陈卿出巡嘉峪

关，奏设防守管一员，添兵五百名。当时，在嘉峪

关设防守官军388名、把关指挥一员、按伏官一

员、掌堡官一员，其中按伏官驻金佛寺堡。

嘉靖二十年(1541年)肃州参将崔麒筑断

山口墩。

嘉靖二+二年(1543年) 蒙古万余，凿嘉

峪关长城以逼近境，只因嘉峪关长城修筑坚固。

斧斤不入。敌钻地穴穿越长城而人。因颇费时力

被发觉。经参将李经率军力战，驱敌出境，方保肃

州无虞。

隆庆三年11569年) 右佥都御史庞尚彭至

甘肃巡察。清理屯政。在肃州听取了兵备道关于

嘉峪关安远寨清出荒田10顷。分拨百名军人耕

种，给予耕牛、籽种、乞免起科的情况汇报。在向朝

廷的条陈中提出“给牛、种以资开垦”、“免起科以

广召种”、“修边墙以全腴地”、“剿零蛳以保耕获”

等10条建议，得到批准，使寓兵于农。且耕且守，

积贮日裕。垦田备赈的屯政有所复兴、得以继续。

隆庆六年(1572年)根据御史廖逢节的建

议。开始修筑自嘉峪关至镇夷千户所止的边墙、

崖榨(长13630丈，计90里260步)。至万历二年

(1574年)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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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元年(1 573年)完成东长城的修筑，从新

城儿向西，到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约70余里。

万历六年(1578年)修嘉峪关内武安王庙。

万历十年(1582年)肃州参将毕景从等立

《重修武安王庙碑》。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肃州兵备郭师古

巡察嘉峪关，手写“北漠尘清”四个大字。用双阴

线刻在石关峡堡北侧崖壁上。

万历三十三年f1605年}十二月初葡萄牙

旅行家、耶稣会会士鄂本笃随亚美尼亚商团沿丝

绸之路来中国传教，到达嘉峪关．为等待陕西总

督迸京批文，在嘉峪关外驿站居住了25天．得到

批复后，行一El到肃州，由于旅途劳累，疾病缠

身，鄂本笃到肃州后一病不起。于1607年三月病

逝于肃州。其残存的行纪由利玛窦整理成为《鄂

本笃之来中国》，记载了明代丝绸之路的情况。是

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六月十一日 夜．

甘肃大地震，红崖、清水等堡军民被压死者840

人，边墙摇损约870里，肃州南山一带山体崩塌

滑坡，讨赖河绝流数El，玉门倾城墙1100丈。仓

库、公署、民房460余处。摧毁边墙570余里．压

死军民620余人。

万历三十九年11611年) 肃州兵备王忠

显、参将柴国栋议呈甘肃巡抚．在嘉峪山(文殊

山)南、卯来泉侧半山创筑卯来泉堡，添设防守兵

马、仓场，内设防守官一员，马步军125名．就近

戍守，所管烽燧十一座。

万历四十年(1612年)巡抚徐养量巡视嘉

峪关，写五言诗一首《嘉峪关漫纪>，刻于卧式石

碑上。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l 肃州兵备李应

魁、参将祁秉忠，议呈巡抚祁光宗，修筑嘉峪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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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五十里的野麻湾堡(周长140丈的土城)，并设

兵马防守，原设防守宫一员、马步兵130名。

清 代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 清英亲王阿济格

招抚了河西，自此肃州、嘉峪关地区归清统治。

康熙三年(1664年)嘉峪关营编制裁原设

守备。设游击兼辖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

(雍正年间撤都司职务，纯任游击)。

康熙五年f1666年)甘肃总兵孙思克遍视

南山诸险隘，与甘肃提督张勇共同修筑东起扁都

口、西水关，西至嘉峪关的边墙。于是。厄鲁特蒙

古人牧边者，皆徙去青海。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吐鲁番和哈密商

贾六十余人，结伙循丝绸之路东行．经安西入嘉

峪关，到中原地区进行商贸活动。

康熙五十四年11715年)三月 准噶尔厄鲁

特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之侄)派兵二千攻

哈密，肃州总兵路振声率兵往救．同时清廷另调

西安满营兵三千、督标营兵二千及甘肃提督师懿

德营兵火速出嘉峪关往救。是年，吏部尚书富宁

安带兵出嘉峪关。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经嘉峪关往柳沟

卫(今瓜州县境内)大量运送粮食．供“出嘉峪关

外西征准噶尔”军用。

雍正十二年(1734年) 总督刘於义与侍郎

蒋洞议订<屯田条例>十条，<屯田条例》的制定，

为嘉峪关内外屯田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是

年，在关西古驿道旁建成“肃州嘉峪西关”牌坊一

座．后曾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在修建西

关牌坊的前后。还在关东二里多的地方建立东关

牌坊一座，为石墩木架结构．高宽各五米多。横架

油漆彩画，坊脊上悬有“嘉峪东关”匾额。约于

1938年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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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6年) 添设嘉峪关营，恢复

游击。

嘉庆十四年(1809年) 甘肃镇总兵李廷臣

视察嘉峪关，题写“天下雄关”四字，刻碑立于关

西路左。

乾隆三年(1738年) 嘉峪关改设游击兼辖

都司。 道光八年(1828年)在嘉峪关外设立茶务

稽查局。稽查官商、私商售茶价格及课税等。

乾隆九年(1744年)九月 允许准噶尔贡使

哈柳等随带牛羊等物在肃州贸易。准噶尔商人一

次赶羊二万三千只。沿丝绸之路经巴里坤、哈密、

安西、嘉峪关。到酒泉销售。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大规模重修嘉峪

关城。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陕甘总督文绶上

书乾隆皇帝，请准嘉峪关辰开酉闭，嘉峪关敞开

了它神秘的大门。

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乾隆三十一年重

修嘉峪关的基础上，再次对嘉峪关进行了整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维修加固嘉峪关

城内城东、西二门及楼台。肃州参将徐耀龙主持

加固关城，砖包光化楼楼台，并书写“光化门”门

楣。高台县知县和岁维修嘉峪关，砖包柔远楼楼

台。并书写“柔远门”门楣。

乾隆五十七年11792年)五月 嘉峪关游击

袋什衣主持重修嘉峪关戏楼。

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 翰林院编修、国

史馆纂修官、户部郎中祁韵士遭陷害，被遣远戍

伊犁，他于二月离开北京后，经河北、山西、陕西、

甘肃，出嘉峪关。七月中旬到达伊犁。《万里行程

记》是他此次行程日记，其中对河西走廊“山川城

堡的雄阔。风土物产的瑰奇”，皆有翔实的记述。

嘉庆十二年(1807年)八月 嘉峪关游击张

怀辅、巡检张恒利在东瓮城约15米处重修文昌

阁。文昌阁为两层两檐歇山顶式。供各级官员、科

举士子拜祭“文昌帝君”。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原钦差大臣、两

广总督林则徐因查禁鸦片，被清廷革职后，于是

年9月谪戍伊犁出嘉峪关。在此前的1841年4

月．以相同罪名被革职的原闽浙总督也谪戍伊犁

出嘉峪关。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 肃州知州李谆奉

旨重修嘉峪关，于次年(1854年)闰七月竣工。嘉

峪关曾于乾隆三十一年、四十年两次维修，但经

过八十年，雉堞大半倾废，稽关亦废败，进出关

者。时或从旁隙窍钻越，亟待维修。经过维修的嘉

峪关，“环而视之，则崇墉屹屹，绵亘与祁连并峙；

重关叠叠，周密较阳玉尤严”。

咸丰六年(1856年) 甘肃提督索某，解押

饷银五万两使乌鲁木齐，途经嘉峪关，至关外惠

回堡(今新民堡)被南山藏民劫掠，后经查获，将

主谋者解京惩办．后惠回堡安设团练猎勇二百名

从事防守。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三日 在惠回

堡哨口防守之回民猎勇二百余人。到肃州镇台府

索取前任镇台德祥扣发之粮饷未果。激起不满，

遂立即西奔。攻占了嘉峪关。杀死巡检张开禧及

不少居民，并秘密告南山各路客回，于二十四日

分头向肃州集结。晚。肃州东关回民．与城外潜

伏的猎勇及各路回客里应外合．利用知州陈墉

的轿子诈开肃州东城门。回众一拥而入。肃州镇

标中回兵反戈。官军溃散．兵备恒龄战死，总兵

成桂缒城遁逃．肃州城便被回军占领。这次回族

兵民反叛的战火弥漫河西地区．一直延续了八年

之久。

同治十年(1871年} 据中俄条约增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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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俄国在嘉峪关设立领事(商务中心实在酒泉)。

同治十二年(1873年) 陕西回民首领白彦

虎从青海越祁连山由扁都口入甘州，于二月二十

五El至金塔。三月三日到野麻湾，欲出断山口，径

越关外。肃州的回族首领马文禄向其联系求援，

白率部到嘉峪关东南的塔儿湾堡，以此作为增援

肃州的大本营。三月九日至十二日，徐占彪率清

军攻破塔儿湾馒。白彦虎率残部退野麻湾，出断

山口。奔往敦煌方向。七月清军合围肃州，久攻不

下，左宗棠从兰州亲临肃州督战。九月肃州回民

反清首领马文禄投降。九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下

令将马文禄及其部将九人斩首。至此．马文禄占

据肃州长达近九年的战乱始告结束。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 左宗棠视察嘉

峪关，他看到嘉峪关附近边墙坍圮甚多．有豁口

直可行车，有关等于无关，即面谕肃州总兵官章

洪胜等整体维修，应先将通车各口堵塞出路，以

便稽查。俟来年春天督促军队修治。左宗棠亲手

题写“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制匾悬于关楼之上。此

匾额后因战乱遗失。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八日 被任命为钦

差大臣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进驻肃州。四月，总理

行营营务的刘锦棠率湘军出关西征。同年，左宗

棠从陕、甘、宁、内蒙古等地采购大批粮食。经嘉

峪关运往哈密、巴里坤等地，粮食多达1980万斤。

光绪六年I 1880年)二月 左宗棠奏以战备

支援谈判，定分兵三路收复伊犁之策。四月二十

日。左宗棠舁榇出关，表达了他不获胜利决不生

还的献身精神。

光绪七年(1∞1年) 曾纪泽与俄外交大臣

谈判结束，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将嘉峪关辟为

贸易商埠，但关上只收进口货税。货物多在酒泉、

张掖、兰州等地交易。嘉峪关成为通商口岸后，以

茶为主的对外贸易日益兴盛。十年后经嘉峪关出

口的中国茶叶占国外茶叶市场的三分之一。据光

绪十三年(1887年)的统计，出口的茶、杂货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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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903万两，进口货物价11．8万余两，外贸顺差

达891．2万两。

光绪七年(1812年) 重立嘉峪关西关坊。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 陕西提督周达

武到嘉峪关，赋诗《登嘉峪关并序》。后由山西太

原太守黄自元手书，由李祺镌刻成石碑。’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 十三世达赖喇

嘛土登嘉措流亡外蒙古，路过嘉峪关。

宣统元年(1909年) 著名历史小说《老残

游记》。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l周务学响应革命号

召，赞成共和，率忠武军镇守肃州，兼任肃州观察

使。6月1日，沙皇俄国借口“保护俄国侨民”，侵

入新疆伊犁。周务学率部出关西上，9月到达伊

犁，与俄军展开激战，因孤军深入，无有后援．加

之以劳击逸．力战至弹尽粮绝，忠武军全军阵亡，

周务学亦以身殉国。

民国元年(1912年l废肃州直隶州，与安

西直隶州合并，改为安肃道，总理民政。道署驻肃

州，设道尹。军事方面，沿用清代绿营军制，设肃

州镇。嘉峪关、野马湾、新城堡、金佛寺、卯来泉、

下古城、威虏堡等七处营防均属镇管。

民国六年(1917年)十一月 肃州镇守使张

和逊半年未发军饷．军心浮动。乘张去兰州，镇兵

第一营管带李宗纲借口文殊山韩道人倡仪复清。

煽惑军心。将韩处决，并按名册搜捕。镇兵三营书

记官彭中律聚众300余人哗变，自称司令，焚烧

东城楼弹药库。一营管带李宗纲与安肃道尹杨炳

荣、知事刘锡鑫逃走。12月1日。肃州镇管带周

炳南自嘉峪关率兵攻克肃州城，兵变结束。

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九日 沙尘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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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关一带，大风飞沙，黄尘弥天。2月10日奉命

出查阿尔泰财政的财政部特派员谢晓钟到嘉峪

关，据其此行沿途所闻所感而写的《新疆游记》

云：嘉峪关驻兵“屡经裁撤，今余三十余人。且皆

疲卒。近调扎肃州巡防营。兵额仅两哨。兵单如

斯，一遇寇掠，恐难为守。

民国二十年11931年)四月一日 在民乐县

三堡激战中惨败于马步芳的马仲英西逃酒泉、玉

门、嘉峪关、安西。后应哈密维族上层人士加尼牙

孜之请求，率部入新疆途经嘉峪关时．在嘉峪关

驻扎。对关城及民居区进行焚掠。“天下第一雄

关”匾额失落。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8时45分。嘉峪关发生里氏7．5级强烈地震。震

区附近土地隆起，山崩地陷，房屋倒塌十分之九。

挖出尸体278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肃州飞机场(今

嘉峪关机场)竣工。

民国二+二年(1933年)从新加坡回国。

立志参加抗战的中华奇女子、时称“我国唯一女

飞行家”的林鹏侠，因《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使

一腔热血无处可洒．便决定单身考察为世人视作

畏途的大西北。3月7日林鹏侠抵达嘉峪关。应

暂编36师师长马仲英的邀请。在嘉峪关城楼观

看了该师的军事演习。8日重上关楼。浏览雄关

形胜，并参观了长城。她在《日记》中写到：“关建

于山坡，当长城之尾闾，扼西域之孔道。居高凭

险，气势沉雄，驻重兵于此，可西固新疆之后路，

东为甘肃之犄角。不虚古人万夫莫敌之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 在队长史悠

时带领下，地质学家孙建初一行出嘉峪关。对玉

门石油河一带进行初次勘探、重点调查。十月初，

孙建初等人又一次出嘉峪关。对玉门石油河地质

构造进行普查，并写出调查报告。

民国二十六年11937年)十--．q二十六日

西路军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周小舟、曾传六、

李天焕、郭天民等。由新疆经嘉峪关过兰州前往

延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征集骆驼、大

车，编成骆驼队、大车队运送抗战物资(主要是苏

联援华物资)。自星星峡、安西、酒泉、武威、天水、

广元等地办事处。嘉峪关、赤金等处都设驿运站。

(驿运1944年结束)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J五月 国民政府资

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

树、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等出嘉峪关到玉门

油矿视察。

民国三十一年C1942年)七月 时任江西第

四区(赣州)行政专员的蒋经国以考察安抚之名

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到酒泉宴请蒙、藏、回、汉、

哈各族代表十一人，举行了座谈、游艺活动。第二

天到嘉峪关游览，然后乘车西行去敦煌考察。半

月后返回嘉峪关。

民国三十一年11942年)八月二十八日蒋

介石一行乘飞机至今嘉峪关机场降落。住横沟屯

庄的套庄子内。8月29日蒋介石一行参观嘉峪

关，9月1日．视察玉门油矿。根据蒋介石的指

示，是年嘉峪关城内嘉峪公馆被拆除。

民国二十五年f1936年J 国民党中央考试

院院长邵元春到嘉峪关考古。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嘉峪关城内庙

宇大部被拆除。民房全部被拆除。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曾参与血战河西

的红军西路军三十军战士贾根生等流落在今嘉

峪关市新城镇长城村。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 国民党西北

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来嘉峪关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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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

9月25日 酒泉县解放。嘉峪关同日解放。

10月1日 嘉峪关城楼归酒泉县文化馆管

理。

10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出嘉峪关挺进新疆。

10月中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

令彭德怀经嘉峪关到新疆。

1 950年

酒泉县人民政府拨款3万元，维修嘉峪关城。

1 952年

春嘉峪关乡人民政府发布保护嘉峪关城

文物的通告。

1956年

1 1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视察嘉峪关城。

1957年

国家拨款22万元，从酒泉县工程队和农村

抽调千人。大规模维修加固嘉峪关城．至1959年

完工。

10月 火车通至嘉峪关。

是年 印度尼西亚总理苏班德里约游览嘉

峪关城。

1958年

7月15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视察嘉峪

关城。

1959年

是年夏．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视察嘉峪

关城。

是年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偕夫人

严慰冰视察嘉峪关城。

是年．聂荣臻元帅来嘉峪关视察。

是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甘肃省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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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焦善民陪同下参观游览嘉峪关城。

1 960年

3月1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

成武来嘉峪关视察。

1961年

3月4日 国务院发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嘉峪关城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 964年

国家文物管理局长城专家罗哲文到嘉峪关

城考察。

1 965年

7月28日 国务院第157次会议决定．设立

嘉峪关市。

1966年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国家建委主任谷

牧、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冶金部长吕东、西北

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书记王林以及国务院各有关

部部长和西北各省第一书记来嘉峪关视察。

是年夏，空军副司令员成钧视察嘉峪关城。

1969年

7月 嘉峪关城由酒泉县文化馆移交嘉峪

关市文化馆管理。

1970年

4月22日 国防部副部长粟裕视察嘉峪

关城。

1971年

10月1日 嘉峪关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

告。明确了万里长城——嘉峪关的保护范围。

是年嘉峪关市自筹资金7万元，维修嘉峪

关城关帝庙，更换嘉峪关门、朝宗门、光化门铁皮

大门，修建东瓮城内值班房及内城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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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2年

3月7El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视察嘉峪

关城。

是年著名作家。英籍华人韩素音游览嘉峪

关城。

1973年

3月12日 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成立。

7月1日 嘉峪关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的通告》。

是年夏天。在嘉峪关城内举办文物展览。

是年。国家拨款13万元，维修加固嘉峪关城

城墙。

是年．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参观游览

嘉峪关城。

1975年

是年．在嘉峪关北长城墙内发现“长城工牌”。

1977年

8月7日 暴雨造成山洪．致使嘉峪关乡黄

草营村受灾，民房倒塌，农田被冲。

9月19日 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华视察嘉

峪关城。

1 978年

8月9日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由冶金部副部

长张益民、甘肃省委副书记马继孔陪同下视察嘉

峪关城，方毅识读《嘉峪关漫记》碑，并发现了它

的珍贵文物价值。

是月．中国国画大师关山月、黎雄才由敦煌

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陪同来嘉峪关参观、写

生。同一天作家刘白羽来嘉峪关。

9月22日 文化部部长黄镇视察嘉峪关城。

1 1月 嘉峪关市政府维修嘉峪关城楼及文

昌阁、角楼等处。

1 979年

5月26日 美籍华人高能物理学家李政道

参观游览嘉峪关城。

7月16日 杨虎城将军之女杨拯美参观游

览嘉峪关城。

7月21日 美籍天文学家范章云携女儿参

观游览嘉峪关城。

是月．嘉峪关市政府抢修嘉峪关戏楼，扶正

东墙。

8月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邵宇、秘书

长雷振民带队。贺友直、盂庆江、华山川、戴毅邦

等十余名著名画家来嘉峪关参观、写生、作画。

是月。嘉峪关市政府整修匾额、楹联十二幅，

将关城院内石碑移人游击将军府保管。

9月 国家文物局委托麦积山加固工程办

公室对嘉峪关城墙进行保护喷浆试验。

是月。国家文物局委托新华社摄影记者成大

林拍摄专题片《长城》，在嘉峪关拍摄20天。

1980年

3月29日 南斯拉夫著名演员、电影《桥》的

主演维利米尔一巴塔。带领摄制组参观游览嘉峪

关城。

5月27日 日本红十字会会长林敬三游览

嘉峪关城。

5月 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委肖华视

察嘉峪关城。

6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

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

委肖华视察嘉峪关城。

6月16日 国家文物专家罗哲文来嘉峪关

检查长城保护情况。

6月29日 国家出版局邀请日本精英社编

辑主任须能纪文。北斗企画社高桥在嘉峪关为

<长城》画集拍摄照片。

8月23日 日本文学博士竹田复捐献五万

日元．维修嘉峪关城楼。

10月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偕夫人邵华参

观游览嘉峪关城。

是年秋。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来嘉峪关检

查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1981年

4月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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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古迹的布告》。

9月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视察嘉峪关城，

要求嘉峪关市搞好关城和长城的维修，为旅游业

的发展创造条件。

是年秋．国家投资6万元，进行嘉峪关城墙

第一期夯打试验工程，同时夯打瓮城残断的400

米城墙；重修罗城马道，修复罗城城垛、清理嘉峪

关楼基。

1982年

5月15日至17日 国际文物事业管理局

一行3人前来嘉峪关检查文物保护工作。

7月1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视察嘉峪关城。

是年。国家投资6万元。对嘉峪关城墙进行

第二期夯打试验，维修关内烽燧和游击将军府。

1983年

2月13日 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视察嘉峪

关城。

5月13日 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来嘉峪

关检查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8月3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卫生部

妇幼司司长林佳媚视察嘉峪关城。

8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

生视察嘉峪关城。

是日．全国政协委员、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视

察嘉峪关城。

8月。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视察嘉峪关城。

9月26日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

一行视察嘉峪关城。

是年，国家拨款5万元，甘肃省文化厅拨款

2．5万元．维修、彩绘关城内关帝庙牌楼、戏台，古

建明柱。

1984年

6月30日 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参观游览

嘉峪关城。

8月7日 中顾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长、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于光远，中国水

利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平．中国技术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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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总干事刘与任等12人组成的“中国国土经

济学研究会甘肃考察团”参观嘉峪关城。

8月14日 全国政协常委李雪峰在甘肃省

政协副主席王国瑞陪同下视察嘉峪关城。

8月20日 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甘肃省

省长陈光毅陪同下视察嘉峪关城。

是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视察嘉峪关

城．题词：“愿嘉峪关市更加繁荣昌盛”。

9月1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佛协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

赞一行在甘肃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

战部部长马祖灵陪同下游览嘉峪关城。题词：

“祖国伟大”。

1985年

3月 《嘉峪关文物志》印刷发行。

4月9日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张帼英视察嘉峪关城。

5月20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四川

日报》社总编李半黎参观游览嘉峪关城。

是月．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视察嘉峪关城。

6月24日 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到嘉峪关

城考察。要求全面维修嘉峪关城和两翼长城．保

护丝路古道名胜古迹。

7月4日 市委、市政府在关城召开保护文

物、开发旅游工作会议。

7月11日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召开维修嘉

峪关长城社会赞助动员会。至年底，单位和个人

共计捐助长城维修资金达20．7万元。

7月13日 市委召开常委会．同意成立嘉

峪关市文物保护开发旅游委员会；同意成立中国

嘉峪关长城研究会：同意长城维修和开发旅游的

意见。从此长城维修工程拉开了战幕。

7月19日 嘉峪关市召开赞助活动动员

大会。根据赞助额大小，以不同方式表示感谢

和纪念。

7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视察嘉峪关城。

8月1日 日本青森县El中友协“丝绸之

路”徒步旅行团游览嘉峪关城，赞助lO万El元维

修嘉峪关城。

9月10日 万里长城被评为中国十大风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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