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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境内祁连山、龙首山遥相对峙，焉支

山虎踞东南，素有“走廊蜂腰"、“甘凉咽喉”之称。早在新石器时代

中华先民就曾在这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汉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

路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岁月里，山丹人民历经沧桑，为繁

荣祖国的经济、文化做出了贡献，至今仍遗留境内的汉明长城、亭障

烽燧以及众多的古遗址、古建筑就是历史的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山丹的历史从此揭

开了崭新的篇章。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山丹人

民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使这块古老的土地生机勃发，繁荣兴旺。

‘盛世修志，旨在资治、教化、存史。在山丹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县志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略古详今，

立足现代”的原则，翻阅大量史料，广泛走访调查，存真求实，秉笔

直书，含辛茹苦，历经五载，终于编纂成这部新县志。该志如实记述

了山丹2000多年来自然与社会的变迁和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历史，

着重记载了建国后山丹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光辉成就

和经验教训。门类齐全，资料翔实，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为一

体，是这部地方志书的显著特点。它的问世，为进一步认识山丹、治

理山丹、振兴山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历史借鉴，对于促进

山丹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无裨益。 I'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山丹县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

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现代史上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曾在
此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架设中新友谊的桥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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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由此在增进我省对外友好往来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切为

山丹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愿山丹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开

放，借鉴历史经验，发挥资源优势，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把山丹建

设得更加美丽丰饶。

甘，省副省长影钰
1992年3月20日



山丹，人类活动的历史久远，早就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使她成为

中西交往的一站，她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条古道的开通才有了文字的

记载，她的昌与败，也正与这条古道的兴与衰紧紧相连。‘历代各民族

历经多次征战，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在这雪”山草原、蓝天黄

土、戈壁流沙，富饶与贫瘠’、繁荣与荒凉、先进与落后的交错中造就

了坚韧顽强的性格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世世代代耕作、放牧、开发、

建设，创造了山丹震古烁今的文明，宛如一部壮观优美的史诗。然而，

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山丹人民的许多业绩和掌故未能存载于史，实
‘

为憾事!
i”

Y‘一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物换星移，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满腔热情建设新山丹，开发新山丹，使满目疮痍的古县百业俱

兴，蒸蒸日上，发生着巨大变化。尽管她也蒙受了十年“文化大革

命”的创伤，但发展并未滞留。随着我国大西北开发事业的兴起和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实施，山丹又步

入新的发展历程。但复兴不再是古老1的骆驼商队和庙宇的建筑，而是

新的经济，新的文化，新的交通运输和中外友好往来。她又像一颗璀

璨明珠，闪烁在迢迢丝路上。如今农业连续丰收，工业蓬勃发展，市

场繁荣兴旺，人民生活丰裕，方显出一派物阜民康、政通人和景象。

盛世之时，人们对于往昔年代祖先创造的文明也就越加珍爱。

为温故知新，鉴往知来，服务当今，启迪后世，让人民懂得过去，

了解现在，迎接未来，使山丹早日实现四化，山丹县委、县政府决定

编纂社会主义新时代县志。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县人大、政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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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从1988年伊始，县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县

志编纂办公室全体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访古问今，广征博采，披沙拣金，开掘研究，经过不懈努力，五易其

稿，终将此书写成。

《山丹县志》以本县历史特点，自然特点，经济特点为重点，溯

古达今，以远古而及于当代，范围极为广泛。其体例完备，立目齐全，

不泥于旧规，而着眼于创新。叙事言物，忠于史实，风情人物，善恶

并著，堪称山丹百科全书。相信它的出版问世，对了解山丹、研究山

丹、建设山丹将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无疑裨益甚多。

中共山丹县委书记李春生

山 丹 县 县 长范兴民

199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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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山丹县志》结构分编、章、节、目四层，有些内容较简的

编按章、节两层编写。全书顺序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物质、后精

神，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排列。． ．

二、本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志书时限，上自事物

曲发端，下限至事物的终结，未终结的至公元1988年，极个别的延

续至1991年。
’

三、本志记、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并用，以志为主，

记传并用，图、表、照片穿插其中。各编的具体记述，除第一编《大

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
’ 四、文字叙述，除部分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少数有特定含

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均用语体文记述，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

字。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宫，均用当时的习惯称

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古地名加注今名，历代纪年注明公元纪年。

历代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六、历代县境多有变迁，本书记事空间均以当时删丹(或山丹)

县辖区为准。 ，

七、计量单位，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均以历史习惯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用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l牛
八、各项数字一般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个别数字则采用各‘

有关单位调查核实过的数字。数字书写按照甘肃省志编委会制订的

《关于县志行文规定的通知》执行，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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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用语、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达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

用阿拉伯数字。

九、《大事记》所载内容，是指在山丹历史上发生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以及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十、《人物编》分传记、简介、表录三个层次。坚持生不立传的

原则。立传人物为对山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士，以近、现

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本县籍人物为主。对山丹历史上有重要贡献

的客籍人物在山丹活动的事迹，亦载入人物传或人物简介内，以昭彰

其事。历史人物、县团级以上干部、高级教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正式命名的革命烈士等，均收录于表录中。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各有关单位提

供的资料，经考证核实后载入。历史资料中，无文字记载的，以文物

部门发掘的遗址和出土文物为依据，部分是修志工作者采访的。．?、



谣趟似雌



山丹县城一角

县委、县政府办公楼



李 桥 水 库

南部沿山地区油菜大面扣



东北部草原上的卡拉库尔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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