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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武威简史》，是正在编写的《武威

县志》的组成部分之一，相当于旧志中的历史

沿革。《简史》主要叙述了汉辟河西四郡至解

放前夕的历史。 +、 ，

地方志的传统体例，是由若干分志组成的，

每志汇集属于本志范围内的原始资料编写而
成。这种体例便于查阅资料，订正史实，’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但不便了解历史全貌。如果想了

解历史概况，就必须遍翻各志，”始能得其梗概。

为了使广大群众对武威历史有个较为系统的。

概念，使其知道自己家乡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些

什么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对整个中国历史有

些什么贡献，从而激发他们爱家乡、爱祖国、

爱社会主义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四化栉建

设，把武威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丽。这就

是我们编写这本《简史》的动机。 ；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在主观上想力求使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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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史》能对武威历代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有较全面的反映，成为一本简明扼要

的综合性方志。但是由于地方史料积累的不多，

再加上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仅有的一些资料

也几乎散失殆尽，因此很难达到原来的设想。由

于资料不足，在编写上就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

陷，如在章节布局上，形成篇幅长短各异，分量

轻重悬殊，显得不够协调，象长达一百六十多年

的北朝，几乎成了空白；又因为绝大部分资料是

从已出版的各种史书上摘录来的，内容上就缺

乏地方特色。另外，武威在历史上曾经是国都、

州治和郡治的所在地，所以在历史事件的叙述

上超出了武威县的范围。虽然在改写中我们尽

量以武威为中心作了压缩，但是为了说明问题

仍免不了有超出范围的地方。由于资料缺乏和

水平有限，这些缺陷我们一时还难于补救，只

好有待后来者的修正了。所好者我们把．一些零

碎、片断的资料收集到一起，做了系统的整

理。为了不使这些有恨的资料遗失，我们还是

把它印了出来，，供关心地方史的同志们参考。



这本《简史》是在当地党政领导的关怀和

支持下，由专门组成的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抽

调专人编写而成的。初稿写出之后，我们广泛

地征求了意见，承蒙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吴伯’

纶、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李鼎文、陈守忠、甘

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权少文、地方人士孟

德元等以及其他关心我们编写工作的同志们，

不顾年事高迈和本职工作的繁重，挤时间阅读

了稿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这对我们进“．

一步修改书稿给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李鼎文

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翻阗了不少资

料，为我们作了订正。‘我们对以上同志们的热

情帮助，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我们参加编写的几个同志，历史知识

有限，写作水平不高，对这方面的工作还是个

新的尝试，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不论在。

内容、形式和文字上，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和

错误，我们殷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武威县志编纂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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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九月

。锋吣■1／，



：

+

奄
≥

第一章汉辟河西四郡前的武威⋯⋯．．．．⋯．(1)

第一节 四千年前的情况⋯⋯⋯⋯．．(2)

，第二节．少数民族占据下的武威⋯．．(4)-
。

一。月氏占据时期．．．⋯⋯⋯⋯．：⋯．(4)

。，，
． 二，匈奴占据时期⋯_⋯⋯⋯⋯⋯(6)

第二章两汉时期．．j⋯⋯：⋯⋯．：⋯⋯?⋯⋯．(9)

t第一节 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9)
。

第二节 汉设河西四郡的经过⋯⋯_(12)
。、 第三节 汉朝对武威和河西的经营⋯(15)。

第四节‘窦融割据河西时的情况⋯．．(17)
一

第五节羌族侵扰与守弃凉州之

争议⋯⋯⋯⋯⋯⋯⋯⋯⋯⋯(21)

第六节 西域物产的传入和汉代文
“

化遗产⋯⋯⋯⋯⋯⋯⋯⋯⋯(24)(
，·、西域物产的传入⋯⋯⋯⋯⋯⋯(24)

． ～．、 二，丰富的汉代文物j·．．．⋯⋯⋯⋯·(25)

·

‘

I

Z，

矗堰多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29)

第一节三国时的武威⋯⋯⋯⋯。⋯⋯(29)

第二节晋初的武威⋯⋯⋯⋯⋯⋯⋯(32)

第三节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34)

第四节 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39)

第五节 南凉、北凉及西凉⋯⋯⋯⋯(45)
一、鲜卑族建立的南凉⋯⋯⋯⋯⋯(45)

二、匈奴族建立的北凉⋯⋯⋯⋯⋯(4￡)

三、汉族李鼍建立的西凉⋯⋯⋯⋯(51)

第六节 北魏时期的武威⋯⋯⋯⋯⋯．(54》

第四章隋唐时期⋯⋯⋯⋯⋯⋯⋯⋯⋯⋯(57>

第一节 隋时的凉州⋯⋯⋯⋯．．⋯⋯⋯(57)
一，隋时凉州的政治概况⋯⋯⋯．j．(57>

二。隋末李轨割据凉州⋯⋯⋯⋯⋯(60>

第二节唐时的凉州⋯⋯⋯⋯⋯⋯⋯⋯(62>
一、唐初凉州一带的形势⋯⋯⋯⋯(62)

二、唐以凉州为基地与少数民族的

7战争⋯⋯⋯厶⋯⋯⋯⋯··：⋯⋯(65)

三、唐前期凉州的繁荣情况⋯⋯⋯(68>

． ，

，

， 四，凉州陷入吐蕃后的情况⋯⋯⋯(70>

五，张议潮占领河西时期的凉州⋯(72>

2 ，

乒～¨“¨E，，



· 六、唐时凉州的文学艺术⋯⋯⋯⋯(74)

七，弘化公主墓葬及其出土文物⋯(78)

八，唐玄奘取经途经凉州的情况⋯(80)

第三节 隋唐时期凉州的经济状况⋯(81)

第五章 五代、宋(西夏)、元时期⋯⋯(87)
；

’

。 第一节五代、宋初时期⋯⋯⋯⋯⋯(87)
一 ·一，五代，宋初凉州的政治变迁⋯(87)

二，宋设西凉府的情况⋯⋯⋯⋯⋯(89)

第二节 西夏统治凉州时期⋯⋯⋯⋯．(91)
』． 一，凉州对西夏建国的重要性⋯⋯(91)

二，西夏攻占凉州，建立西凉府⋯(92)

。

． 三、西夏时期凉州一带的经济
。

． 概况⋯⋯⋯⋯⋯⋯⋯⋯⋯⋯⋯(95)

四，西夏时期佛教在凉州⋯⋯⋯⋯(98)

五，西夏碑的历史价值⋯⋯⋯⋯⋯(99)

， 第三节元朝时期⋯⋯．，．．⋯⋯⋯⋯⋯(101)
一，蒙古族夺取西凉府的经过⋯⋯(101)

二、元时的河西及武威情况⋯⋯⋯(102)

、 三、西凉王阔端与元统一西藏⋯⋯(105>

⋯ ．四、高昌王碑与西宁王碑⋯⋯⋯⋯(106)

第六章明朝时期⋯⋯⋯⋯⋯⋯⋯⋯．．：⋯(109>

3眇
卜

1tIl厂#。

o

：包

h

m



一第一节

第二节

1第三节

第四节

武威是明王朝西北边防

的军略要地⋯⋯⋯⋯⋯⋯(109)
一、筑边墙、修城池、⋯⋯⋯⋯⋯(111)

二，筑堡寨、设保甲、固防守⋯h(112)

抗击“鞑靼”+、捍卫地方(114)
一、宋晟镇守凉州⋯⋯⋯⋯⋯⋯⋯(114)

二，毛忠大败小王子⋯⋯⋯．．．⋯⋯(115)

三，达云收复松山⋯⋯⋯⋯⋯⋯⋯(116)

明时武威的政治经济⋯⋯··(119)
一、编查户口、清丈土地⋯⋯⋯⋯(119)

二、移民屯田⋯⋯⋯⋯⋯⋯⋯⋯⋯(120)

三，兴修水利⋯⋯⋯·‘⋯⋯⋯⋯⋯··(121)

四、茶马互市⋯⋯⋯⋯⋯⋯⋯⋯⋯(122)

五、交通建设⋯⋯⋯⋯⋯⋯⋯⋯⋯(123)

明时武威的文化教育⋯⋯．(124)
一、教育情况⋯⋯⋯⋯⋯⋯⋯⋯⋯(124)

二’’文化艺术⋯⋯⋯⋯⋯⋯⋯⋯⋯(126)

三，医疗卫生⋯j⋯⋯⋯⋯⋯⋯⋯”(130)

附 李自成义军西征情况⋯⋯．(130)

第七章 清朝时期⋯⋯⋯⋯⋯⋯⋯⋯⋯··(132)

第一节 米喇印等的抗清斗争⋯⋯．(132)

笼

广-≯，



第二节

’

第三节

1 ，
．

～⋯ 第四节
，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清王朝在武威的军政 ，

设施⋯“⋯⋯⋯⋯⋯⋯⋯⋯⋯⋯(134)
一，军事设施⋯⋯⋯⋯⋯⋯⋯⋯⋯(134)

二、政治设施⋯⋯⋯．．j⋯⋯⋯⋯⋯(136)

农业经济状况⋯⋯⋯⋯⋯．(140>
·、土地耕植情况⋯⋯⋯．j⋯⋯⋯．(140)

二、水利概况⋯⋯⋯⋯⋯⋯⋯⋯⋯(140)

三，仓储情况⋯⋯⋯⋯⋯⋯j．．．⋯”(143>

教育情况⋯⋯⋯⋯⋯⋯⋯(144)

同治年问回民的反清

斗争⋯⋯⋯⋯⋯⋯⋯⋯⋯⋯⋯(148)

清末武威的两次抗暴

斗争⋯⋯⋯⋯⋯⋯⋯⋯⋯⋯(151)

武威种植鸦片情况⋯⋯⋯．(153)

几则历史记事⋯⋯⋯⋯⋯．．(155)
一、林则徐在武威⋯⋯⋯⋯⋯⋯⋯(155)

二、洋务新政对武威的影响⋯⋯：一(158)

三、天主教、耶稣教的传入⋯⋯⋯(159)

第八耄．民国时期⋯⋯⋯⋯⋯⋯⋯⋯⋯．(162)
一

第一节 民国初期的情况⋯⋯．⋯⋯(162)

．S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附录

天灾人祸交织的年代⋯⋯⋯i

一，一九二七年的大地震⋯⋯⋯⋯(

二、一九--}k年的凉州事变⋯⋯⋯(

三、一九二九年的灾荒和瘟疫⋯⋯(

马步青统治下的武威。⋯⋯(

马步青、马步芳阻击红军

西征⋯⋯⋯⋯⋯⋯⋯⋯⋯⋯(
一、马步青在黄河沿岸布防⋯⋯⋯(

二，古浪战役⋯⋯⋯⋯⋯⋯⋯⋯⋯(

三、四十里堡的战斗⋯⋯⋯⋯⋯⋯(

四，永昌城及其附近的战斗⋯⋯⋯(

五、红军西进遭到失败⋯⋯⋯⋯⋯(

地下党的活动和学生

166)

166)

169)

175)

178)

186)

186)

189)

191)

193)

195)

武威历代建置沿革简表

武威大事年表⋯⋯⋯⋯⋯．．．(205)
f

’：，

争
j，

遣
≯

>)>

6

6

9

均

坞

均(((

～

～、～

～

～

～

一

～．～

～

一

一

～

～

～

一

一

一一动～

～潘

～～的动～党运～下生动地学运一、1，



第 一章

：；，‘汉辟河西四郡前的武威 一
‘

‘

”

j

。，

j

(公元前二ooo年左右—一前一二。年)

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县，南靠祁连山，

北依腾格里大沙漠，’南高北低，，是一块辽阔的

平原。，出自祁连山的水汇集成几条河流，流入

沙漠，聚积为湖泊。中部则成为芦苇茂密，水

草丰美的沼泽地和草原，《敕勒歌》中“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名句，用来

描写这里辽阔壮丽的草原风貌是很恰当的。最

南边沿祁连山一带，森林茂密，是各种野兽出

没聚集的地方。森林、草原、湖泊组成了一块

美丽的绿洲。从遥远的古代起，。人们就在这里

过着狩猎、+游牧生活，。辛勤地经营和改造着这

块地方。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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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四千年前的情况

武威县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证。

明，远在四千年前，。居民的文化发展情况已经 ，

与中原地区相接近。
‘

妻
在武威县城西北五华里处的皇娘娘台，解 l

放后发现了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址。经过一九

五七、一九五九、一九七五年先后四次发掘，

发掘面积达七千平方米，，发现房子九座，窑穴

五十六个，墓葬八十八座，各类器物数百件。

， 房子呈方形，用白灰抹地，半地下穴式和

地面建筑都有，房间面积约十至十二平方米；

供储藏用的窑穴，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大小各

异。这种住房建筑形式，与黄河流域同类型文

化遗址相同。 ． f

墓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还有屈肢葬、俯身 ；r
葬、乱葬坑等。有的随葬器物较为丰富；有的器一一

物较少；有的甚至空无一物。这说明私有制已经

产生，贫富已经十分悬殊。墓葬中发现玉壁和石



蔓二百六十条俘，为一般玉料和大理石制作，大

小不等．都呈圆形，而且中间都有一圆孔，最大

的璧直径为三十多厘米．这种壁似乎不是作为

装饰品用的，而是充当交换手段的货币用的．

说明这时的商品生产已很普遍，互相交换产品

已经成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

三人合葬袋

得。刀、镞、弹丸的出现，

弈中的重要位置；刀、镰、

出土器物以陶

器为主．有折肩篮

纹罐、夹砂垂腹罐，

双大耳罐、彩陶罐

和鬲、豆等，形状古

朴，质地坚硬。石器

有斧．凿、刀、镰、

棒、镞、弹丸、敲

砸攀．石窍盘等。

还有一定数量的细

石器．棱角分明，

洞孔同润，表面光

说明狩猎在当时经

石磨盘的出现，说



明人们已开始种田，有了较原始的农业。，骨角

器物有刀、锥、铲、镞、针、篦、笄、骨珠等；铜器

有刀、锥、凿，环等。。经过化验，大多为红

铜，有铸造和锻打两种。以上器物大都制做精

巧，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分

工．而且具有相当规模。 +j
‘

另外，我国最早的地理志《尚书·禹贡篇》

已记载到“潴野”(有些史书称都野)。 “潴

野”即“潴野泽”。据《括地志》记载， “潴

野一在姑臧东北二百八十里(今民勤县北部)。

(《禹贡》传说为大禹所著，但据近代学者研

究考证，为后人所写，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

国时期。)从以上考古和史书记载说明，武威

这个地方，从遥远的古代已经为人们所知晓。

·’

第二节少数民族占据下的武威

。 一、月氏占据时期

，。 j，，：
·

’

．

‘． ．， ， ．

．

，

据《武威县志》记载：武威在西周和春秋战

0



国时代，是少数民族西戎部落住牧的地区，所

谓“西戎一，就是羌族的祖先。秦时为乌孙与

月氏(音肉支)所占据。 ，

、乌孙是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据史书记

载，秦汉时居于敦煌、祁连间(在今张掖以

西，靠近祁连山的地区)。月氏是比较强大的一

个少数民族，居住在张掖以东，包括武威在内

的广大地区，经常和乌孙闹矛盾，最后把乌孙

打败，杀了乌孙王难兜靡，乌孙部众四散，大

部分归附了河西走廊北部的匈奴。匈奴到冒顿

当单于后，势力空前强大，于是派右贤王领

兵攻击月氏，于公元前一七四年(前元六

年)，击败了月氏，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被

击败的月氏，大部分逃到了现在的伊犁河上

游，赶走了当地的土著民族，在那里居住起

来。但不久又被匈奴所收养的乌孙王的儿子昆

莫击败，逼迫再次西迁妫水(今阿母河)流域，

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定居下来，．史称“大月

氏一；有一小部分逃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羌族

杂居，史称Ⅳ小月氏”。后来在霍去病西征时，

≮警孚芦．



“小月氏”归附了汉朝，当时被称为“义从

胡一。昆莫赶走“月氏”后，便背叛了匈奴，

留居在伊犁河流域，又建立了乌孙国。其后，

张骞通西域时，乌孙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抗击匈奴侵略西域各国的战争中起了很大作
用。

二、匈奴占据时期

秦时中国北方的匈奴空前强大起来，到汉

文帝初年，赶走了月氏，占据了武威和整个河

西走廊。 。

匈奴在很早以前就是我国北部边疆上的一

个少数民族。《史记·匈奴传》在叙述匈奴的早

期历史时说： “自淳维(匈奴的祖先)以至头

曼(匈奴的单于)，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

分离，士(男子)能弯弓，尽为甲骑(骑兵)，

其俗宽(平时)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急(战时)则人>--j战攻以侵伐。”把生产和军

事紧密地结合起来。单于庭下设有二十四个



“万骑长”，，“万骑长”下又设。千骑长“、-

“百骑长”，组织很严密，一遇战事就变成了

军队。 +
、

，．

畜牧业生产在匈奴的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

位，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既是生活资料，．

鼍 又是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饮潼(音冻，即

。爹 乳汁)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毡帐

篷)，样样离不开畜牧业。不少宜于耕种的地

区，特别是接近汉族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农

业。武威当时为匈奴休屠王所据，他在距今武

威县城北六十里的石羊河西岸上，筑了一座休

屠城，作为王宫。今武威县的县城，最初叫“盖

臧”，因南山有盖臧水流经其地而得名，后来讹

传为“姑臧”。“姑臧”城也是匈奴所筑，这两个

城是武威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这说明当时的匈
j： 奴，已经不是单一的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经济了。

l 这些城市离汉族地区近，它的作用除军事、政治
一

之外，主要是为了发展商业，l用畜产品交换汉

族比较先进的农牧业工具和垒活用品。

武威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是发展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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