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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隆德县委书记王彦武

隆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白 皋

《隆德县志》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值得举县庆贺的大事。

隆德地处六盘山西麓，在地理形势上阻河朔，挡陇口，襟带秦凉，拥卫三辅，为

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隶六盘以东的安定、渭州，属中原文化涵盖范畴。其建置有史

可查至今近千年。民国以前的史事，金《德顺州志》、明万历《隆德县志》、清康熙《隆

德县志》和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已多有记载，虽存失误与偏颇，仍不失为珍贵文化

典籍，惜多散失。现存康熙二年本、民国22年(1933年)本也是修志期间从台湾辗

转而来。这次修志承前志精华，聚各方卓见，十次修定纲目，专人负责撰写，四易其

稿，九次审议，延时十年而稿成。志书上溯至事物肇始，下至1990年，共十七编七

十四章，洋洋近百万言，基本上做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

风貌和地方特色。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史料，充分反映了隆德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如实地记载了前进中的胜利和曲折。这部县志的出版，对于我们认识县情，探求规

律，正确决策，为后人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其业也宏，其

功也显，其效也著，自有志在，不待赘言。

我们在隆德工作多年。隆德的山山水水钟灵毓秀，至关深情；对隆德县人民温

逊敦厚、勤劳淳朴的性格，深为喜爱，对隆德古朴、坚实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十分

仰慕。全县人民共同努力，治穷致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均有可喜进

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领导好一个县的

工作，不仅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认识现状，而且

要弄清历史脉络。现借《隆德县志》一角，与全县人民研究隆德历史和现状。展望未

来，努力寻觅符合隆德实际的最佳改革方案和措施，共励共勉，建设隆德，繁荣

隆德。 j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感谢各单位各部

门为县志提供了各种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辛勤笔耕，精心著述，感谢上级领导

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指导。

1996年7月4日



凡 例

‘一、《隆德县志》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总体要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有机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方特点、综合性、概括性、权威性、记

述性县情载体。

二、从现代社会分工的实际出发，志书以事分类，横排纵述，纵横结合，辖属以

编、章、节、目。文体用志、记、传、表、录。全书除卷首(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卷末

(附录)外，共设17编74章255节，共计约90余万字。 、

三、时间断限，从宋景德元年(1004年)即宋建笼竿城述起；某些章节上溯至事

物肇始，下限至1990年。1991年至1995年主要事件收录于《志后》。

四、全志覆盖地域限于1990年底隆德县行政区域(包括潮湖区)。历史上已划

入邻县的区域，只在有关事项中涉及。

五、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朝代纪年在前，除民国外用汉字，公元纪年在后，用阿

拉伯数字并加括号；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纪年后月日，

汉字书写的为农历，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是阳历，公元纪年及一般的记数，记量用阿

拉伯数字。

六、县志资料：清及清以前依据史籍及旧志；民国史料主要来自甘肃、北京、南

京及隆德县档案馆和口碑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主要来自平凉地

区、固原地区和县档案馆，志书均不注明出处。数据以县统计局编印的《隆德县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90年前历年分编册为准，个别有出入的数据，和档案仔细

对照核对取用。

七、隆德县地图据《隆德县地名图》绘制，仅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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