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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秉祥

在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经过5年多的努

力，《甘肃省志》终于相继出版问世与读者见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意义极为深远，值得

庆贺!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矿藏丰富，民族众多，位于祖国腹心地带。面积居全国第

七位o．境内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高原和山地。河西走廊地势平坦，

绿洲与沙漠、·戈壁参杂分布。省内有陇山、岷山、龙首山、祁连山、马

鬃山等众多名山。比较大的河流有450条，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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璺． 堡

3个流域，9大水系。黄河干支流有洮河、湟水、大夏河、渭河、泾河

等：长江干支流有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等：内陆河流域有石

羊河、黑河、疏勒河。土地资源丰富，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动物种

类繁多，野生稀有珍贵品种达90余种。几种稀有金属储量居全国首

位，水能资源雄厚，地热资源多处发现。万里长城西起于此，中西交

通古道横贯东西。甘肃是中原连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

陆上交通贸易比较发达，境内有许多中原同边疆兄弟民族的茶马互
市。在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远古时期，甘肃省气候比较温暖，湿润，草木丰盛，河流纵横。《尚

书·禹贡》中所导9川，’有6条源于甘肃。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证

明，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甘肃活动。新石器时期的

文化遗址，在甘肃已发现千处以上。远古时黄帝北逐荤粥至崆峒，登

鸡头山，虞舜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是周，秦的发祥地。周时，秦人先

祖定居于今天水一带，因养马有功，受孝王封于秦。秦昭襄王置陇西、

北地郡。秦统一全国后，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万里，世称。万

里长城斗。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遣霍去病开河西，置河西四郡，徙民

实边，发展军屯、民垦，促进了河西走廊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开拓了

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一。这样甘肃的畜牧业、农业开发较早，并在

我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贸易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甘肃历史上曾

建立过许多国家。东汉献帝至南朝梁元帝时，氐族杨氏建立仇池

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多发战争，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的。五凉一政权。隋唐时期是陆

上中西贸易丝绸之路繁荣的顶峰，也是甘肃政治、军事、文化的活跃

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举世瑰宝敦煌莫

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至隋

唐已达千余窟，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当时敦煌为我国西部最

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公元1038～1227年，党项羌在今宁夏、河

西及甘肃中部建立了西夏。元代创立行省制度，分全国为11个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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璺 壁

书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取甘州、肃州首字，设甘肃

行中书省，治所设张掖，除辖今甘肃大部地区外(陇东地区属陕西行

省)，兼领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甘肃省的行政区划。
7 7

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了

甘肃。早在商j周时期，境内有氐、羌、戎。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匈

奴都居住过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匈奴、氐、羌、鲜卑等先后在

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突

厥、回鹘、吐蕃、吐谷浑也曾在甘肃居住活动。宋代，党项羌建立了

西夏政权。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甘肃境内共

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土、撒拉、维吾尔等民

族。汉族，回族、藏族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东乡、保安、裕固族是

甘肃省独有的民族。
’

甘肃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西汉。飞将军一李广，军事家赵充国，

东汉哲学家王符，三国蜀大将姜维，魏晋医学家皇甫谧，北魏尚书仆

射李冲⋯⋯均属甘肃古代的民族精英。近百年来。中国的脊梁一亦

有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中，甘肃有不少仁入志士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甘肃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将永存人间。

甘肃深居内陆，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大部地区气候干燥，各

季的气候特点是：冬季风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化大；

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主要的灾害性天

气有干旱、冰雹、霜冻、风沙。甘肃也曾发生过多次地震、泥石流、滑

啵等灾情，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

历史上甘肃战争比较频繁，争斗激烈，每次战争都对社会经济造

成很大程度的破坏。1937年至1944年间，兰州是日本空袭重点，先

■豳凰丽躁暖夏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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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动飞机993架(次)，炸死660人，伤680人，损失财产达当时的．

币制64．8亿元。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变迁。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

甘地区创立了陕甘边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三军胜利会师会宁城。陇东地区成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做

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甘肃解放，陇原人民获得新生，甘肃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长期战争造成了甘肃经济、文化、交通落

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解放后，各族各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伟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恢复了实事求是、一

．i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集中

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甘肃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全省在改革中前进，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发生了
· 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建国以来社会经济

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从1979年到1988年，甘肃社会总产值由127

亿元增加到389亿元，国民收入由53．6亿元增加到164亿元，1988

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1．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288．6亿

元。这些历史的巨变，党和人民的功绩，都要浓墨重笔，永垂青史，启

迪人民。 ’

地方志是记述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官修

书一，被称为。一方之总览”。修志在我国已有两千年历史，代代相传，

从未间断过，为历代所重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甘肃早期
， 的地方志书，据记载有汉代的《凉州异物志》、北凉的《凉州记》、晋代

’ 的《西河记》、唐代的《沙州志》、宋代的《沙州记》等，多数散佚或为

残卷。元代有《甘肃图志》，郭坤纂。清代、民国时期的地方官府都
、

：：堡： ： ：舅豳绷弱滋凌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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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过专门机构纂地方志书，仅通志就有：清代公元1728年到1736

年奉敕纂修《甘肃通志》，刘于义刊行，李迪等编纂，为《四库全书》

本。1908年至1911年纂修《甘肃新通志》，长庚监修，安维峻纂，全

书loo卷。1929年至1936年纂修《甘肃通志稿》，1936年定稿，未

刊行，130卷，抄本120册，刘郁芬修，杨思、张维等纂。

党和政府对地方志的编纂利用极为重视。早在1941年《中共中

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莎中，就要求各根据地收集县志、府志、省志，

加以研究：还责成各地委、县委写名人列传。毛主席曾指出：。打胜仗

在知情势，如果把这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情况

掌握好，就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多次提出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的问题。1956年，国家把地方

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

志的热潮。1959年3月，甘肃省委成立了以张仲良同志任主任委员

的《甘肃新志》编纂委员会，写出了部分初稿。上述这些志书、志稿，

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时值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

很有必要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和新的体例，编纂一部新

’的甘肃省志。

国家“六五”、·。七五一计划，把编纂地方志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

重点课题，建立健全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务院多次下文，把修

志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1983年5月，甘肃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视编修甘肃地方史志

的决议案》。省委于1984年2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

会，负责组织省志编纂和指导州、市、县志的编写工作。省人民政府

批转了1986～1990年甘肃地方志编纂工作规划，指出：。编纂地方

’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功盖千秋的一件大事，

对于促进我省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莅省志编委会会议；作了许多重要讲话，带动了

全省省级82个委、办、厅、局中的党政领导同志，形成了1600余名党

—豳露溺霰羲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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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修志队伍，投入到编纂《甘

肃省志》的工作中去。出现了党委重视，政府主持，各方配合的修志

局面。5年多来，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终于功业垂成。

《甘肃省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

．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三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甘肃省志》以社会主义的

历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充分反映。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一这个现代厉史发

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方之信史，必须以翔实的资料客观地记述甘肃

的历史和现实。 ·J一

《甘肃省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卷、人物、附录共73卷组

．成。概述综述省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略古详今，记述省内

大事、要事；各专志门类齐全，横跨百科；人物志设人物传及烈士英名
录：附录收集单项性的重要资料。全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图文并茂，以体现时代特点。志书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用可

靠真实的资料，包括各种档案、正史、志书、旧闻等，并经过精心筛选、

考证鉴别后载入，力求朴实、严谨、科学。新编《甘肃省志》是，项重

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全志约2000万字，是一部卷帙浩瀚的资料汇集

和百科文献。

在《甘肃省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全体修志的同志怀着十分喜

悦的心情，把这部志书奉献给全省党、政、军和各界同志，为全面正确

地认识甘肃，借鉴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现实

工作。《甘肃省志》出自各行各业众人之手，限于编辑水平，疏漏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希望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19趵年8月12日于兰州



序

新闻出版志·。出版卷

蝻恕德

在人类社会中，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创造，对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变革

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字是各民族在发

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以汉字为例，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

复杂的过程。清朝嘉庆年间在河南殷墟中发现的16万片甲骨文，其中刻字

最多的一片有93个字．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也是原始书籍的雏

形，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汉字的不断完善，古

代的书籍开始用刀笔刻绘在木简或竹简之上，然后把许多木简编串在一起而成

为书，当时称为“简册”、。木牍”。也有写在缣帛之上的。所以，许慎在

《说文》中曾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图书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标志着精

神文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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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二

甘肃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图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

的历史。天水出土的秦简《日书》和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武威汉代医

简》是我省发现的最早的书籍，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由于造纸技术的
发明，纸张灼普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纸抄书，已在敦煌等地流传。公元

500年前后，出现了职业抄书手，标志着甘肃的图书已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

通。唐至五代，甘肃有了雕版印刷，开始由少量印刷佛经佛像，到后来随着刻

坊的出现，成批印刷多类图书，使甘肃的图书出版跨人了一个新时代。从清

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甘肃采用铅印和石印技术，多种图书得以大量印刷和流

传，各种进步思想和科学知识以书籍报刊为载体而广为传播，从而大大促进

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变革。这是甘肃出版史上又一个

新时代。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甘肃的图书出版业仍然处于十分落后

的状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的出版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

视和领导下，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时期。尤其在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

。开放的大潮，全省的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图书、

期刊和音像出版物已经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陶冶人民道德情操、丰富人

民精神生活、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各类出版

物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自

1951年3月甘肃人民出版社成立，经过40年的发展，图书出版单位由1家

。发展到8家；年出版图书量由1949年9月至1950年底的45种发展到782

种。公开出版发行的期刊，由1953年的3种、9万多册发展到89种、3274

万册。印刷厂由1949年的40家发展到610家；印刷设备由铅印对开机、四

‘开机、圆盘机和石印机，发展到现代化的激光照排、电子分色、四色胶印、

高速轮转机和装订联动机等；印刷纸令，仅兰州新华印刷厂由1953年的
0．8 185万令，发展到23．6万令，加上天水新华印刷厂，达到33．9万令。图书

发行网点，由1952年新华书店系统的75个发展到1990年国营、集体和个

体经营的书店、书亭、摊点．1908个；发行图书仅新华书店系统由1951年的

765万册，发展到9675万册。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i夕1990年有音像出版单位3家、复录单位l家、发行单位和销售网点达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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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个。40年来，已在全省形成了布局比较合理、编印发供成龙配套的出版网

络，使甘肃的出版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为了回顾和记述甘肃出版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全面

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出版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认真探索出版

工作的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激励后人，遵照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的统一部署，由新闻出版局牵头，有关单位参加，组成《甘肃省志·新闻

出版志》出版卷编纂委员会和编写组，在主编和编写组7位同志的辛勤努

力下，60余万字的出版志’七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总纂成书，出版问

世。这是全省出版界的一件喜事，值得庆贺!愿广大出版工作者以志为鉴，

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方针，用更多更好的出版物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加快改革步

伐，建立出版体制的新格局，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出版业绩，以更加

辉煌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凡

新闻出版志·出版卷

一、本卷上限始于先秦，下限断于公元1990年底，凡此间有关甘肃著

述和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之重要资料，尽可能收集编入。

二、本卷按照古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不同历史时期，采取横

排竖写之方法，根据厚今薄古之原则编纂。每个时期包括编辑、印刷、发行

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管理单独成篇．甘肃是一个多

民族省份，藏民族图书出版在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故亦另列一篇．全书共

七篇，古代、民国、藏民族图书出版各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刊出版分为

四篇． ．

’

三、本卷着重客观反映不同时期出版之史实。但是，鉴于出版之发展同

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出版事业又是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之下。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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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型

叙述出版史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时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路

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情况，以便使读者对于历史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分析。

四、本卷为史志合一体，以志为主。另有是书有关之照片附于正文之

前，表、录附于书中有关篇章之后。

五、本卷正文后所附之。大事记”为是书要点之钩取，亦为是书内容之

补充。一些不及在正文中记述之史料，?尽可能搜罗其中。

六、本卷遵循生不立传之原则。涉及历史人物，亦只主要反映其与出版有

关情况以及对于出版事业发展所作贡献，不对其人进行全面介绍和全面评

价。

七、本卷纪年，古代和民族两篇采用汉字朝代纪年方法，其后括弧内为

相应之阿拉伯数字的公元年代；民国一篇采用民国通用纪年方法，阿拉伯数

字表示，其后括弧内亦为相应之阿拉伯数字的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四篇采用公元纪年方法，阿拉伯数字表示。

八、本卷结构层次，按篇、章、节、目依序编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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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9月1日，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参观甘肃图书展台



19田年8月25日．第二属全国图书展览会上，中共中央政活局常委柬平参观甘肃图书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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