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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庄浪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庄浪县志》问世，是全
县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文化硕果，将永传于世，供

各方利用。

庄浪是一方美丽而又硗薄的黄土地，人民勤劳诚实，勇敢尚

义。千百年的封建统治剥削，人民饱受困穷；民国时期灾祸相侵，

更陷水深火热。1949年8月4日庄浪解放，揭开历史新篇章。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社会主

义道路，创造新生活。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

创举，党和人民都缺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

的探索前进的道路。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才找到了一条

正确的金光大道。县内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蒸蒸日

上，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宏图始展，前程无量。我们所以要编

修县志，是要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从广阔的视野，真实地

反映县内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记述各

项事业的发展历程，生动地记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和斗争业绩，

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并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现在摆在我们

面前的这本《庄浪县志》，我们认为，虽然不少地方还嫌资料单

薄，而且不无纰漏，但总体上基本达到了时代赋予的要求，值得

向大家推荐。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必

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县情，对我们的底子心中有数，才能把步子

歹严



2 庄浪县志

迈得更大更稳，直攀高峰。现在有了一本汇集全方位资料的地情
书，希望引起大家阅读、应用的兴趣，发挥它的社会效益。

中共庄浪县委书记 王应天

庄浪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浩林

1997年6月



序二 3

序 二

庄浪的志书，据现在所知，最早的是距今430多年前，平凉

才子赵时春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修成的《平凉府志》中的

庄浪卷。大约在此同时，县人马负图曾私人修志。嘉靖四十五年

(1566)，知县窦文得马负图草本，修成历史上第一部《庄浪县

志》。十二年之后，知县卫东鲁续修一次。康熙六年(1667)，知

县王钟鸣主持，与县人柳翘才、‘李敏盛、李兴让等共同修成清代

第一部《庄浪县志》。雍正元年(1723)，知县胡赓昌有过续修。

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邵陆修成《庄浪县志略》。庄浪县建

置撤销后，县丞耿光文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修成《增修庄浪

志略》。由于建置变易，清代再无续修。民国2年(1913)恢复庄

浪县建置后，县政府于民国29年(1940)和32年(1943)两次

组设修志机构，但仅草成人物志的《群材》、《义勇》、《节烈》等

卷而夭折。因此，从乾隆五十五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庄浪

县志失修近160年，而历史上县内编修的七部志书，大多未梓印，

现在见到的仅清代三部。其间风云际会，政治之兴废，社会之治

乱，经济之荣瘁，文化之演进，蝉断不可详知，给后人研究、认

识县情造成困难，令人扼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俱兴。1980年4月，胡乔木同

志在中国史学代表大会上，发出“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

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倡议后，全国兴起编修第一代社会主

义新方志的热潮。中共庄浪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6月组建

县志编纂委员会，起步筹备；次年3月设立办公室，正式开修。

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制度，先后从各部门延致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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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位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业务专长和文史素养的同志，从事

这一规模宏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经十度寒暑，四易其稿，于

1995年10月写出送审稿；11月，召开有领导、学者及修志同仁

参加的评议会，对志稿全面地深入地展开评审。会后，又用一年

多时间，按照评议会精神，认真地进行修改，核正资料，钩沉搜

遗，经县志编纂委员会审查，报请平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

审，方才成书。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洋洋80余万言，继往

开来的《庄浪县志》问世，不可不谓一件盛事。

县志作为一种有特殊体例和风格的文化载体；自古不同于其

它著述，而是官修的庄严的一代地方政书。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继

承方志传统的基础上，需要彻底突破旧志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

限性，为人民立言，反映现代社会全貌，修成全面、系统、科学

的地情资料性著述，其难度不言而喻。参与编修的同志，虽付出

了巨大努力，而水平有限，取舍详略，未免欠当，纪事系入，有

失周全，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尚有差距。希望大家批谬指

误，以供续修时匡正。

从1990年后，我们先后主管修志工作，深感笔耕之劳与用心

之苦，谨弁斯言，叙其始末，并向为此志成书殚精竭虑，作出贡

献的同志，以及在编修过程中给予指导、热情支持的同志致以谢
忱。

中共庄浪县委副书记 赵鸿禄

庄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丽珍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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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庄浪县志》出版问世，可喜可贺。

它汇集了庄浪的历史沿革、自然全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杰出人物等各方面的大量史料，概括了庄浪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变

迁。立志开发和建设庄浪的有识之士都可从中观兴衰，知得失，

受启迪，察未来，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把握规律，确定发

展战略，科学决策，办实事，求实效，起到资治作用。

我有幸在庄浪任县委书记三年，使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里的

民风淳朴、社会治安良好、重教兴学和文化底蕴深厚。庄浪人民

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在庄浪大地描绘出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美

丽画卷。我深信：庄浪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平凉地区行署副专员 张力学

1995年12月

j了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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