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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反映历代人物的力作

一临夏人物志》，经陈龙同志辛勤笔耕，终于成书，深
感欣慰。

临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物荟萃，境内古文化遗

址遍布，名胜古迹随处可见，砖雕精美，“花儿”悠扬。是

“唐蕃古道”的要冲和“四大茶马司”之一，称“河湟雄镇”，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人物为一方之邦柱”，人民创造

了辉煌的历史，文明的历史孕育了无数的名人o《临夏人

物志》以翔实的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

述了临夏古今历史名人、革命英烈、文化、教育、艺术、体

育、工匠以及“河州三马”等各族各界历史人物，是一部整

理、保存地方史料，宣传临夏的佳作，意义重大而深远。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

鉴，可明得失。”书中所写的名将念贤、朱隆、长略、蒋斌；

名垂后世的范育、朱绅、王端、马应龙；抵御外侮，拼死疆

场的朱贵、马福禄；最早在陇原大地上宣传马列主义的牛

栽坤；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胡廷珍；在

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将军鲁瑞林、侯世奎、

黄德魁、唐万成；第一位东乡族中共党员、宁夏“豫海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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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人物志

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解放战争时期惨死在国民党监
狱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朱亮、杨松轩、黎瑞亭、牙克新等烈

士，其高尚的品质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人肺腑，催
人泪下。其中民国时期兴办地方教育的有识之士马福

祥、马全钦、徐绍烈、马有录、苏效汤等，在他们的带动下，
形成了临夏全民办教育的热潮，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

少有的；兴办地方民族企业的马辅臣，注重民族团结的喇
世俊、马国珍；经商致富不忘公益事业的拜景星、汪百川；
政绩卓著的知州王全臣、杨增新；著名教育家王朝弼、祁

魁元、肖景何；著名工匠石扬保、绽成元及统治甘、宁、青

三省迭四十多年的“河州三马”等，作者均依据翔实史料，
秉笔直书，让后人评说争借鉴o

《临夏人物志》将一花引来百花开。愿更多的反映临

夏人物、风情、历史、文化的优秀书籍问世，为宣传临夏、
振兴临夏，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2一

么当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题辞

题 辞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部，地处青藏

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在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

上，居住着180多万勤劳、勇敢、淳朴的回族、汉族、东乡

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藏族等各族人民。历史上以茶

马互市、河湟雄镇、丝绸之路商贸集散地、彩陶之乡、“花

儿”故乡而闻名于世。

临夏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大禹“导河自积石”，

就是我们的祖辈生活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临夏这片热土曾孕育出了无数的优秀杰出人物，他们

中有一身铁骨、不畏权势、精忠报国的忠臣良将和拼死抗

击侵略者而血洒疆场的民族英雄及传播马列主义、兴办

地方教育、发展民族地方工业的有识之士和社会贤达、能

工巧匠、民间艺人等。他们以生命和鲜血创造了灿烂辉

煌的临夏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绩可彰，可歌

可泣，催人奋进。还有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反面典型，其

所做所为，也足以警示后人。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没有

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临夏人物的专门书籍。我自1997年

5月任州人事劳动局局长以来，更感到编写《临夏人物志》

是历史的重托和现实的需要。因此，经常苦苦思索，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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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教，以求早日如愿以偿。欣闻州地方志办公室陈龙同

志撰写《临夏人物志》时，就精心帮助策划，积极支持，使
《临夏人物志》终于问世了。它的出版，是地方史料整理
的又一文化硕果，必将帮助人们更好地宣传临夏，认识临

夏，建设临夏。使临夏乘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东
风，在全州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

的未来。 ．

一2一



前言

—^‘_-J-

刖 罱

禹导河，“彩陶王”，人类文明，亦数河州，先民智慧展
辉煌。

古袍罕，今临夏，地灵人杰，人才辈出，风流人物名应

扬。 ·

临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

一。几千年来，祖先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

辉煌的古代文明。临夏8169平方公里的秀美土地上，遍

布着古代文化遗址，是甘肃乃至全国古文化遗址比较集

中，历史文物出土较多的地区，现已探明面积较大且较集

中的古遗址有300多处，其中40多处分另日被列为全国、省

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距今五千多年的马家窑文化，

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以及三千多年前的辛店文化和寺

洼文化等。和政陈家集、梁家寺一带古生物化石密布，近

期国家支持在和政县筹建古生物化石馆。州内已出土的

大量文物闻名遐迩，有许多稀世珍品，如积石山县安集乡

三坪村出土的“彩陶王”被列为国宝，珍藏在国家博物馆。

去年在永靖县发现的白垩纪时期巨型恐龙足印群更是震

惊世界。临夏名胜古迹众多，有闻名中外，历经北魏、北
周、隋、唐、宋各代开凿的永靖炳灵寺石窟，窟内各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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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泥塑、壁画神采各异，令人叹为观止。西秦飞桥，是丝
绸古道中过往黄河的主要桥梁。王宣、王训弟兄为黄河

铁桥铸造的牵引柱——“将军柱”，历经几百年战火风雨
的洗礼，至今仍矗立在黄河铁桥桥头。近代“河州砖雕”

艺术、古典建筑艺术等等，无一不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临夏历代名人辈出不绝，自南北朝计，有为维护祖国
统一、战功卓著的名将念贤、朱隆、长略、蒋斌、何锁南等；

有赤诚保国的范育，明代兵部尚书、“庄毅公”王骇；清白

廉吏四川按察使马应龙；有在鸦片战争中英勇抵抗英国

侵略军，血染疆场的朱贵父子；为抗击八国联军，与侵略
军喋血相搏、英勇阵亡的马福禄；还有在抗日战争中奋勇

抗击日寇的马彪部，以及一批奔赴抗日前线的爱国青年

等o
’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临夏就有了党的组织。1927

年4月，共产党员胡廷珍(临夏市人)从北平返回家乡，在

临夏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导河特支，创办
旬刊《工农之声》o牛载坤在兰州开办进步书社，发行陈

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甘肃大地上最早传播马列主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鲁瑞林、侯世奎、黄德魁、唐万成、杨

清峰、马金福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江西宁都随部起义，参加

工农红军，参加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

千里长征，经历了九死一生到达陕北，并参加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支援红
军而英勇牺牲的第一位东乡族中共党员、“豫海县回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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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解放战争时期惨死在国民党监狱中

的中共党员朱亮、杨松轩、黎瑞亭、牙克新等烈士；以及在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雷锋式的战士——韩廷

富；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王成安、祁振武、马联合等战

士，他们的英雄事迹是临夏各族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他们

的名字应载入史册，创造的不朽业绩更应发扬光大。

曾出版的《青海三马》中所写的马麒、马麟、马步芳，

《宁夏三马》中所写的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均各为一

家族，两书所写的“三马”，实为河州“三马”家族中的二

马。河州“三马”是马占鳌家族、马麒家族、马福祥家族，

均出在河州西乡一地，其体系中先后出过七个省主席、九

个军长，自清末民初起统治甘、宁、青四十余年。对其根

据历史客观记述，以便使人们全面了解晚清、民国时期大

西北的历史。

历代来l临任职的知州王全臣、杨增新等外籍人士，为

I胳夏的教育、文化、社会生产等各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亦应传扬。 ．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

鉴．可明得失。”笔者除编写了大量正面人物外，也列述了

部分反面人物，只写史实，不加评述，是非功过，供后人评

说。经十余寒暑，五易其稿，《临夏人物志》终于成书，赖

无数前辈同仁鼎力相助。州政协副主席马效融先生，不

顾八十高龄，且身体有病，坚持两次审阅书稿，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州人事劳动局局长马远志同志为打印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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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精心筹划、组织，为使此书早日问世尽心尽力。州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永顺同志，在工作之

余帮助审稿，认真校对。州志办的领导及李晓萍、王生福
等同志对打印书稿给予了一定帮助。打字员杨淑萍同志

认真负责，为打印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更有不少知
情同志积极提供线索，帮助寻找、提供资料，其精神可嘉，
在此一并谨致感谢!由于个人收集编写，疏漏和错误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改革开放，西部开发，新的世纪开始，古老临夏展新

颜。愿我们临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
开来，抢抓机遇，使临夏再现辉煌。愿此书能为广泛宣传
临夏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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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

的原则。

二、在广泛收集、反复考证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中力

求秉笔直书，有功记功，有过写过，重点记述在为国为民、

热爱家乡、增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贡献的著名人士和

事例，集中体现乡土特点和精神，以达到教化育人的目

的。

三、收录的人物力求全面完整。选录自南北朝到现

代人物共325人，其中传记198人，194篇，名录137人。

四、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重点选录对社会有重大影

响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避免混杂．人物按社会职业、

事迹分为历史人物，革命先驱与英烈，“三马”集团人物，

教育界人物，艺术、体育界人物，医药、卫生界人物，著名

工匠7个部分。每部分内再按生年排列(其中《“三马”集

团人物》未按生年排列)o

五、撰写中力求简明，采用详写和略写相结合的方

法。事迹多的多写，事迹少的少写，对做出突出贡献者扣

正面人物详写，对过失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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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写或不写，对多人参与的同一事件各有侧重，尽量避免

雷同。
六、凡少数民族人物都写明民族，汉族一律省略。

七、历史纪年和地名，采用当时的通用年号和地名，

再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代和现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历代政权、官职均以当时的历史
称谓为准。 ．

八。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不加评述，历史人物按

时代特征采用半文言、白话体记述，以增强人物的时代
感o ’

九、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参照已发表于有关各种书

刊、杂志和个人提供的资料，经考证后选用的，均未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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