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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安西县志》在广大编纂工

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于近日完成，即将出版。这是安西69000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安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壮举。

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的安西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

个重要集镇。安西县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经历了历史

的沉浮。民国36年(1947)本县编修的《安西县志》，虽以安西为

固定对象，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此志以迷信观点记述自然，

用封建伦理观察社会，且偏重人物，农、+工、商等经济建设方面的
· ，。



壁 =

内容记载很少。历史在前进，事业在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

年来，勤劳勇敢的安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块有着光

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继承先辈事业，团结一致，发奋图强，艰苦

奋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谱写了许多雄伟壮丽的动

人篇章。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认真

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化改革，励精图治，开拓进取，锐意创

新，全县上下安定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

人景象。为了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载入史册，及时抢救历史资

料，对得起为安西人民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一辈革命家，对得

起安西人民的子孙后代，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使全县人民

都能熟悉家乡的历史，1983年，县委、县政府作出了重新编修《安

西县志》的决定，并多方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编纂机构。编史

修志，旨在资治。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了全县

人民的愿望。

总揽全志，包括17编，86章，265节，共70余万字。它记述

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85年两千多年来安西县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卫生、教育、自然风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变革发展

情况。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详备，结构严谨，文字简炼，语

言通俗，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安西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是兴安

富民的重要工具，是开展科研的珍贵史料，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

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百科全书。’

在编纂这部安西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地方志的过程中，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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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

来的原则，从安西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求真存实。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坚持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基本上做到了客观记述，

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安西县志》的出版，将会为安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领导、广大干部和各界人士正确、全面了解安西、认识安西，更

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改变安西面貌提供科学依据。

昔日，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推动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

我坚信勤劳朴实的安西人民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勇于改革、再

展宏图，写下更加灿烂、光辉、伟大的一页，无愧于前人。

值此《安西县志》问世之际，我代表县委、人大、政府、政协

向全体县志编纂人员和支持这部县志编纂、出版的县(市)及有关

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

注：本文作者系中共安西县委书记

盛 维 德

一九八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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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酉县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早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安西境内

设有县的建置。至今已有2096年。民国时期，曾编纂县志。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新县志，在本届政府的主持下，现在正

式问世了。这是安西县志编纂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个成果。
’

安西东接玉门，西邻敦煌，南望巍峨祁连山，北依浩瀚大戈壁。

滔滔的疏勒河水中流西去，潺潺的榆林河水向北蜿蜒，兰新铁路、

·5。



壁 三

甘新公路横贯全境，县、乡道路四通八达。安西这块土地是古代兵

家必争之要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又是红西路军最后一

战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安西人民穷则思变，艰苦创业，

使风库变了模样。．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

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发展。目前；工业已初步形成了以有色金属

采选、化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体系；农业以粮、棉、

油、瓜果为主，已成为河西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多种经济成分、多

种经营方式并存；活跃的城乡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兴旺发达；

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在蓬勃

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安西县的历史，既是一部沧海桑田的变迁史，

也是二部全县人民的智慧勤劳史。编史修志，旨在资治。“治天下

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安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

40年来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世修志，正值其时。历

史越是前进，事业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编纂一部反映安西

历史的新县志，全面记述安西自然与社会变迁，反映本地区各项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的新志书，使我们能够通古今，察未来，为我们认

识安西，治理安西，振兴安西，鉴古知新，同心协心，兴利革弊，

深化改革，继往开来，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新安西做出应有的贡献。
’

这次修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并坚持详今略古的原

·6·



则。参加编志的全体同志，辛勤工作，广征博采，从安西的实际出

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分门别类，上下贯通，求真存实，寓

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成书17编。资料翔实，立

意新颖，结构严谨，文图并茂，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为一

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这部志书，是一本有关安西

的百科全书，是资治的重要工具，是开展科研的珍贵史料，是教育

后代的生动教材。

在编写《安西县志》的过程中，受到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酒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受到兄弟县(市)

的热情支持，受到县境内各级、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为此，我代表

县人民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由于史料残缺，时间仓

促，人力不足，舛错漏缺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锐意改革，再展宏图。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

耕耘，创造了灿烂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全体干部，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建设了一个百业兴旺的新

安西。今后安西的各级干部、全县人民，一定能够同心同德，振奋

精神，为在安西这块土地上绘画出更加绚丽的图画来而努力奋斗。

他 维 新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El

注。本文的作者系中共安西县委副书记，安西县人民政府县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安西县志》结构，分为编(志)、章、节、目四个层次，

有些内容比较简单，就分为编、章两个层次或编、章、节三个层次，

各编顺序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逻辑顺

序排列。在具体记述方面，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编、章

均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

二、本志时限，上自事物的发端，下至公元1985年12月。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记、传并用，穿插图、表。

四、文字叙述，除了个别部分引用古籍原文和繁体字外，绝大

部分均用语体文和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记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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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剑
’

五、历史记年，历代政府，职官，地理名称，均用当时的习惯

称谓，但对古地名加注了今名，对历代纪年加注了公元纪年。历代

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少数必需以农历记述的用汉字

表述。对解放前后历史时期的划分，统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后)来表述。

六、计量单位，大多数根据历史计量市制换算为公制计算，如

市斤、市尺换算为公斤、米，少数无法换算的仍按习惯记述，如市

亩、石、斗、升、合和两、钱、分等。

七、数字表述，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民国以前的年号和

少数不知确切的数字，如约五百余人用汉字外，其余均用阿拉伯数

字。

八、《人物志》中的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先进人物名

录》收录了国家有关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及其厅、局表彰奖

励的在世人物。
一

九、本志资料来自各个方面。历史资料大部分是以档案材料为

依据，有的来自已出版的有关专著或安西基本情况资料；当代资料

主要由县级各部门新编的专业志提供，部分由县志编辑人员采访

而来。经济数字以统计局编印的《安西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

在统计资料上没有反映的，以部门数字为依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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