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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磊赫品激鑫茬心i{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I、I钯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代代相续，历久不衰。

中国存世方志卷帙汗牛充栋，内涵浩如烟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

展历程．弥足珍贵，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

甘肃为羲皇故里。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秦

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辉映着先民智慧

的光芒。夏商之际至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先后崛起于今陇

东、陇南、天水和河西地区的众多部落，先后建立了周、秦、“三秦”、

“五凉”、仇池和宕昌等王朝或政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影响。秦、汉和明长城横亘省境，昭示着西北先民创造世界奇迹的

伟大力量。汉代凿通“丝绸之路”，设郡立县，开发河西，促进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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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了空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公元2世纪至7

世纪，凉州成了全国著名的政治文化区域中心之一。盛唐时期，甘

肃是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

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o历经北魏、西魏和北周，

至隋唐不断拓建而成的敦煌莫高窟，今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瞩目的瑰宝。周、秦、汉、三国、“三秦”、

吐蕃、北宋、西夏、金和元等王朝与地方势力，先后逐鹿陇原、称雄

天下，展现了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的恢弘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甘

肃的汉、回、藏、蒙古、东乡、裕固、保安、哈萨克、撒拉、土和满等民

族和睦相处．携手共进，推动了民族融合，谱写了团结进步、共同繁

荣发展的历史篇章。许多名垂青史的风流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叱咤

风云，灿若星辰。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晚唐之后，特别是明清以

来，由于海路开通，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

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甘肃条件恶化，逐渐失去区位优势，

长期饱受政治黑暗、战乱兵燹和天灾频仍之苦，社会动荡，经济文

化日趋萧条，民生凋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甘肃大地苦尽

甘来。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从

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64．7亿元增长到

15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07．5元增长到7376．7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0．9元增长到l 852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实施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广大农民稳定解

决了温饱，全省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2600多万甘肃人民在继承

和发扬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向全面建设小

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地方志以特定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记述对象．

纵贯往昔，横陈现状，笼天地，揽百业。被誉为“一方之总览”o就其

地情信息蕴含量而言，其他任何典籍都难以望其项背。是以“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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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o各种方志补史之缺，详史之

略，正史之误，既是纂修正史最重要的基础资料，又是了解一地自

然条件、历史演变和经济文化建设的翔实材料，梁启超、鲁迅和竺

可桢等学界大师悉心研究方志，分别在国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

了重大成就。同时，历代方志“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着力彰显地方

经济社会人文优势。也是激发爱乡爱国之情的生动教材。在当今全

球化趋势加快，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志又是

开展对外宣传和发展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信

息时代，虽然信息载体日渐增多，传输处理方式日新月异，但地方

志作为“地方百科全书”．其载有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仍

然无法为其他载体所替代。

历史是现实的累进，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无一不是在

已有物质和文化基础上传承发展起来的。人们要把握现实，开拓未

来．就必须深入研究借鉴历史。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编史修志工

作。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同志就指示收集整理陕甘宁边区旧志资

料以资边区参考。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重览方志以知情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倡议创编新方志以为国家建设服

务o 1956年，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将编纂地方志列

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从传承中华文明，

推进文化基础建设，深化国情认识，促进信息开发的需要出发，于

20世纪80年代初统一部署，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编史修志工作。

甘肃修志起始于北朝，兴盛于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国内外共存甘肃旧志200多种o“盛世修志”，1983年5月甘肃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的决议》，

1984年2月，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至1 988年，省、地、县三级政府全部建立了地方史志编修机构。形成

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工作格局。各级修志部门

全力以赴，发凡定例，倾力采编，20年来先后出版各类新编志书、年

鉴和专题丛书300多部(卷)，整理旧志30多种，为我省文化建设添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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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彩。

方志中以省为单位的一般称为“通志”。甘肃历史上曾多次编

修通志，今存有元修《甘肃图志》、清乾隆年修《甘肃通志》、光绪年

修《甘肃新通志》、民国修《甘肃通志稿》；在新时期，省委、省政府对

编修《甘肃省志》非常重视。1984年组建了由全省各市州地和省直

50多个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组成的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以王秉祥、陈绮玲同志为主任的前两届编委会做了大量工作。

省直80多个承编单位数千名有志于此者组成强大编审阵容．遍采

史志档案，详考文物古迹，广收民间口碑，正在倾力完成这一巨帙。

《甘肃省志》共设80分卷，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和

《附录》组成。《概述》总揽全志，综述省情；《大事记》纵贯古今，摘记

大事要情；各专志以类系事，分记各科；《人物志》以立传、简介和表

录诸体记述入志人物生平；《附录》收录重要文献资料。各志以文为

主，辅以数表、图片。全志约4000万文字，2000幅图片o《甘肃省志》

的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努力运用新观点、新

材料和新方法，坚持贯通古今、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方针，全方位

挖掘史料，新视角审视历史，多角度汇述史实。在保持历史的系统

性和连贯性的基础上，以记述近代以来甘肃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为重点，充分反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志》以无可辩驳

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不

怕牺牲，英勇奋斗，赢得历史选择，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

砥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历史雄辩证明：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繁

荣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甘肃省志》是反映

甘肃综合省情的基础，承载了资治决策、文化传承和舆论宣传的丰

富资信，可为总结历史经验，深化省情认识，探索发展道路之借鉴。

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共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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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正在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中共

甘肃省委十届三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

要》确定了甘肃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

视并大力发展包括编史修志在内的文化基础事业．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省各级修志部

门和广大史志工作者，要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总结经验，再接再

厉，开拓进取。要热爱史志工作，勤奋敬业，精益求精，不断推出更

多更好的史志作品，记录伟大时代，为人民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

的崇高事业树碑立传。

甘肃是多民族聚集地，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各种反动势力

的斗争中，铸就了各族人民纯朴敦厚、诚信友善和热情豪放的性格

特征，不畏强暴、刚正尚武和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操，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和“人一之，我十之”的顽强毅力，这些优良品质，是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地方史志要重视概括提炼和升华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激励陇原儿女开拓奋进，

走向壮丽美好的未来。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紧

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甘肃省的

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000亿

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000元左右；使全省经济更加发

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我们深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

还会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加倍努力．不懈奋斗。要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

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方向；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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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

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施工业强省战

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把做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坚

持统筹协调发展，实施科技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发展科技、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

社会全面进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坚定

不移地走符合省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甘肃振兴的

宏伟目标。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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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志·
古代至一九九。年卷

支克坚

《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试图按照志书的一般要求反映一个

特殊的对象，即较为全面地反映甘肃社会科学自古到今发展的面

貌。应该说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一

种重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在我国古代的漫长岁月里，知识分子中的

杰出代表，曾经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进行过紧张的思索，包括对于

自然的思索和对于社会的思索。其中对于社会的思索，形成了系统

的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广义上，这

就是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它既是造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极

其重要的因素，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历史进

入近代和现代，人们对社会科学更有了新的认识。这正是社会经历莨笠懋：翌zZ’y ．J．_‘嘲—‘■缸誓■_叠■柚吐出龇知-k轴五i瓣黜蝌捌函脚6＆芷‘ 一一——一—————————————————-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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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革、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站在历史前进潮头的中国

人，自觉到必须有能够作为变革的武器的社会科学。他们先是四方

求索，于是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入，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入。终于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

思想，旧中国因此而天翻地覆。今天，我们又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国人民正高

举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奋勇前进。

甘肃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定的辉煌和繁荣，但总体上属于

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地区，社会科学生长的土壤是相对

贫瘠的。但它毕竟是一个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

古代社会发展每一阶段上意识形态的特点，在这里都有程度不同

的表现；而且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妨碍它有时开放出社会科

学的奇葩。要言之，古代甘肃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科学中也自有其

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前所未有。国家确定了思想

文化工作的方针，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给予了明确的

指导。在机构、队伍等方面，都既有长远的规划，又有具体的安排。

甘肃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时更完全融入全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之中。

由于基础十分薄弱，除了个别学科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曾经有过

例外，总起来说，它是跟在全国后面走的，它只能跟在全国后面走，

也不能不跟在全国后面走。正确的要跟，错误的也要跟。所以，这段

时间里甘肃社会科学所走的路，绝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待到“文化

大革命”发生，甘肃社会科学也同全国社会科学一样，科学的思想

遭到否定，科学的精神被扼杀。

情况的根本改变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

了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期。对于新时期的社会科

学，我们特别应该注意到它新的面貌和新的特征。其一，在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他们开



始摆脱长期以来唯书唯上的观念对自己头脑的束缚，真正把社会

科学看作以实践为标准的对于真理的探求。社会科学也因此不再

仅仅是经典著作或某些其实并非经典的著作的注释，出现了一批

又一批真正闪耀着创造性思想光芒的成果。其二，党的基本路线规

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上思考并说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为

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助于决策和实践的意见，成为时代对于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高度的自

觉性。社会科学也因此跟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具有实践性。

这两个新的特征，当然在我省的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正是伴随着这两个新的特征的形成，新时期我省社会科学许多学

科——包括一些从无到有的学科——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
有的已经大大缩小了跟全国的差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人文研究都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可以说，这种大好

局面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这两个新的特征生长的过程。

由于有了新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有了新时期社会

科学的显著成绩，才具备了修这部志的条件。但是，要把这样一部

志书编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它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例，

我们就曾费过一番思索。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在一定的篇幅之内，

记载和传达按照本志的性质和任务来说是最重要、必须传达的东

西，而且传达得清楚。我们最后决定从甘肃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出

发，采取现在的体例，即：对于历代(古代至现代)，鉴于甘肃社会科

学整体水平不高而又偶有奇峰突起，我们主要通过介绍重点人物

的办法予以反映。对于当代，分学科介绍。我们确定介绍某一学科

的根据，或者是它属于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具有众所周知的重要

性；或者是它具有甘肃特点；或者是甘肃学者对它的研究成绩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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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根据当初甘肃省对各种志书的统一规定，不设上限，下限

定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即1990年，这自然留下了遗

憾。因为，新时期我省社会科学。固然在1990年以前就已经显示了

上面所说的新的特征，呈现了上面所说的大好局面，但事实是1990

年以后，它的发展要比这之前更加迅速；或者说，1990年以后，我们

取得了更多、更重要的成就。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社会

科学也如此。方向明确了，道路开通了，然而队伍的成长，学科的建

设，成果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41']总是边耕耘边收获，每

个时期都既有耕耘又有收获。但先须耕耘，然后有收获，所以，90年

代成绩比80年代大，实属必然。但这只有留待以后新的社科志来反

映了。

当然，作为一部志书，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必须符合志书的基

本要求。这里首先是尊重事实。它本来是编写信史最重要的原则，

也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修志所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在修志过程中。

无论出于“崇高”的还是卑鄙的目的，歪曲事实，改变事实，都是不

能允许的。这既违背修志的宗旨，又将使志书变得毫无意义。而社

科志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其他许多志都来得困难。因为，它面对

的是社会现象，不是自然现象；它面对的虽然也有历史现象，但更

主要的是尚未来得及由历史进行筛选的当前的现象。因此它必须

更加谨慎地对事实作选择。这种选择，目的在于不使次要的东西淹

没主要的东西，进而使事物的本来面目变得清晰，而不能相反。其

次，要说明规律，然而主要是用事实本身来说明。世上举凡运动着

的东西，都有一个内在规律的问题。我国社会科学，不但漫长的古

代有其规律，当代短短几十年也有其规律。社科志不同于社科史，

它没有专门研究和说明这种规律的任务，但是，它关于对象的叙

述，却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只是现象的罗列和堆砌。问题在

于，关于它的对象的规律，应该是通过对事实的叙述使其自然地显

示出来，而不是直接作说明，还应该尽可能避免直接作说明。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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