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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是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也是华

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1500 万年前的远古时期"甘

‘肃古猿"就在今酒泉开拓了一方生存热土。经过古猿人、

直立人、智人的漫长岁月演化，到距今 1 万年前，酒泉人类

进入旧石器时代;距今 4000 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 O 夏、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羌、戎、乌孙、月氏等民族是酒泉人

口的主体。秦朝初年，月氏打败乌孙，占据河西走廊;公元

前 203 年前后，匈奴逐走月氏，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

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派霍去病攻占河西走廊，酒泉纳入中

央王朝的统治范围 O 之后，西汉王朝列四郡、据两关，迁中

原十数万人到酒泉移民实边，形成了酒泉人口的第一次发

展高潮 O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酒泉一带政

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人口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发展 O 唐

代的酒泉，经济社会繁荣，人口持续发展 O 宋夏蒙元时期，

战乱频繁、经济衰退，酒泉人口在徘徊中发展 O 明清时期，

大规模的移民屯田，促成了酒泉人口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民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战乱不断，

灾害频繁，酒泉人口得到了有限的恢复发展。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酒泉人口

高速增长，形成了酒泉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发展高潮 O 改

革开放以来，酒泉民生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

前



d 
藩
来
历
义
文
化
丛
书

2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政

策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酒泉人口实现了由"高出生、

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

变，进入了健康、优质、科学发展的时期。

纵观酒泉人口的发展历史，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突出

特征:

第一，人口发展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O 凡

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必定是人口增长的时期;反

之，战乱不断，经济萧条时期，人口必然下降。一个政权统

治初期，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恢复，人口得到恢复发展;经济

发展的高峰，也是人口发展的高峰;一个政权衰败之时，也

是人口下降之时。

第二，人口迁移频繁。酒泉人口发展的历史，一定意

义上讲，就是人口大迁移的历史。酒泉人口的大起大落多

与人口迁移有关。从西汉开始，历朝历代都在酒泉移民屯

田;酒泉人口发展的前两次历史高峰，都是伴随着大量移

民而形成的。而经济衰退、灾害频繁时，又有大量人口外

迁，造成本地人口的锐减。

第三，人口与民族问题交织。酒泉历史上就是一个多

民族聚集的地区，不同民族政权统治的时间也比较长，民

族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O 各民

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共同推动着酒泉经济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酒泉历史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O 研究人口问题的目的，

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

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保持人口发展

始终拥有科学合理的质量、规模、结构、速度，是政府制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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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随着人口发展高峰、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的不稳定因

素增多，人口与发展的问题更趋复杂 O 深入研究酒泉人口

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索总结酒泉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及

其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社会变动趋势，揭示人口

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变化趋势，为不断

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调节增长速

度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促进人口

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全面建设

富裕文明和谐幸福酒泉。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组织

编篡了这部《酒泉人口史》。相信通过对酒泉人口发展历

史的研究，一定能引导全社会树立人口优先的理念，走出

一条符合酒泉实际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康庄大

道，铸造酒泉转型跨越、科学发展的辉煌未来。

康军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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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泉人口史》书中的"全市"指酒泉市所辖的肃州区、玉

门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

克族自治县"全区"指 2002 年 9 月撤地设市前酒泉地区所辖的

酒泉市(县级市，2002 年改为肃州区)、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

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西县

2006 年 8 月更名为瓜州县。

二、本书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2010 年，部分数据延至

2011 年。

二、本书 1912 年至 1955 年 10 月的人口记述范围不包含高

台县。

凡

四、本书纪年: 1912 年以前采用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扩注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1912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采用

民国纪年，扩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o 1949 年 10 月以

后，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O

五、行政区域、机构、职官、会议、地名等均用当时称谓，古今

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名。\人物直书其名。各种机构、部门、社

会团体、政治运动等，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时用

简称。

六、本书数字使用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单位， 1949 年前依历史惯例，原

则上不做换算; 1949 年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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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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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酒泉人口

酒泉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 20 世纪 3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学者布林，在今酒泉市肃北县

塔崩布拉克发现约 1500 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经过古猿

‘人、直立人、智人的漫长岁月演化，到距今约 1 万年前，酒泉人类

逐渐进人旧石器时代。距今 4000 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这

一时期，人类部落组织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演进为父系氏族公

社。约公元前 32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即我国远古传说中的兰

皇五帝和夏朝初期，酒泉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自公元前 2070 年

至公元前 221 年，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

期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演变。而酒泉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结构，度过了漫长的 1900 余年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底、羌、月氏、乌孙、匈奴等民

族先后在这里生存、繁衍和发展。

第一章

酒泉早期人类的出现第一节

酒泉早期人类的出现和发展，与自然条件的影响息息相关。

在新生代的第兰纪，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很活跃，在我国西部出

现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样大规模的地壳运动，致使世界气

候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到了新生代的第四纪，气候变化加

剧，出现了一系列的冰川期。在地形和气候巨大变化的影响下，

原先一些连绵不断的森林逐渐变得稀疏，林中空地不断扩大，最

终被稀树草原所取代。这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古猿逐渐由树

栖生活转到地面上生活，最终进化成人类;而留在森林中的那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分古猿则进化成了类人猿。

古猿由树上到空旷的地面生活后，逐渐能够使用树枝和石

块等来防御猛兽，或挖掘根茎等来食用。在这个过程中，古猿的

身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四肢行走转变成

两足直立行走。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古猿的生存能力，也使他

们的身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适应性变化，如身体重心下移、下肢

骨增长、骨盆变短增宽、脊柱从弓状变为 S 形等。因此，可以说

人体的基本结构特征都与两足直立行走有关。此外，两足直立

行走还使古猿的前肢从用来行走和支持身体中完全解放出来，

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脑的进一步发育

和增大创造了条件。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类学家

把是否具备这一条件作为人和猿分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古猿进化到人，大约经历了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

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腊玛古猿生活的时代，距今 1400

万年至 800 万年左右。而真正称为人属成员的直立人，出现在距

今 200 万年至 20 万年左右。可见从猿到人的进化经历了一个相

当漫长的岁月。距今约 1500 万年前后，酒泉境内已有古猿生存

繁衍。 20 世纪 3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学者布

林，在酒泉市肃北县塔崩布拉克发现约 1500 万年前的"甘肃古

猿"化石。[ 1) "甘肃古猿"化石在酒泉地域的发现，充分证明酒

泉地区在久远的历史年代，曾经是古生物大量繁衍生息的地区 j

也是早期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大约 200 万年至 300 万年前，南方古猿的一支脱离了古猿

类，朝着人类的方向演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猿人阶段，大约开始于距今 200 万年至 300 万年

以前，这时的猿人会制作一些粗糙的石器，脑量大约在 630 -700 

毫升，会狞猎。在 170 万年至 180 万年间，猿人已经很接近现代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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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绪论>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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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制石器多样化，有用于持猎和劈裂兽骨的砍砸器，有用来

剖剥兽皮和切割兽肉的刮削器。最有进步意义的是，此时的猿

人已经懂得了使用火，并知道如何长期保存火种。一般认为猿

人阶段大约到 30 万年前结束。

第二阶段是古人阶段，或称早期智人阶段。古人的特征是

脑量进一步增大，已经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脑结构比猿人复杂得

多，其打制的石器也比猿人规整，有石球和各种尖状的石器，能

人工生火，开始有埋葬的习俗，已经开始穿所谓的衣服，不再是

赤身裸体。并且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古人的体质也开始了分化，

出现明显差异 O 古人生活于大约 20 万年至 5 万年前。

第三阶段为新人阶段，又称晚期智人阶段，大约开始于 5 万

年前左右。新人化石在体态上与现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

打制的石器相当精致，器型多样。各种石器在使用上已有分工，

并且出现了骨器和角器。新人甚至已会制造装饰品，进行绘画、

雕刻等艺术活动。大约在 4 万年以前，出现了磨制石器。此后，

人类便进入了现代人的发展阶段。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大约 600 万

年到 1400 万年前，气候发生变化，森林减少，一部分古猿被迫离

开森林，到平地上来寻找食物。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这些古猿只

好多用前肢活动。这就促进了它们前后肢的分工，走路逐渐由

后肢担任。由于直立行走，猿手可以拿着石头、树枝抵御野兽的

攻击，采集和猎取食物。于是，猿于在劳动中变得更加灵巧，上

肢和身体各部器官也跟着发展起来。随着猿手的发展以及对自

然界统治的加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古猿彼此间

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就有了相互对话的需要，语言从劳动中产生

了。语言又进一步促进了脑髓的发展，这样，猿的大脑逐渐演变

成人的大脑。从猿到人转变完成的标志是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

用 O 当我们的祖先把石头做成石斧、石刀等工具来使用时，之前

主要依靠自身的生理器官来适应自然界的古猿，就发展成能够



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的人类了。

酒泉早期人类的祖先在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

了制造工具。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都是石器。这些石器常常与

动物的遗骸和人为弄碎的骨头一起被发现，由此古人类学家推

断，石器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的狞猎和肉食行为密切相关。在制

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祖先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并逐

渐产生了语言，形成了人类社会。

旧石器时代第二节d 
旧石器时代是以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

化发展阶段，从距今约 250 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 1 万年左右

结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始阶段，酒泉人类在这一时

期完成了体质形态上的进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20 世纪早期和晚期，酒泉地域内分别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

文化遗存。 1920 年，法国神父桑志华曾在酒泉北大河发现旧石

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87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在酒泉市境内的肃北县马鬓山明水乡霍勒扎德盖，发现打制

石器 3 件，经鉴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填补了酒泉市乃至

河西走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空白。肃北霍勒扎德盖文化遗

存目前采集到的有 2 件石片和 1 件石叶，出自地表下约 1 米深的

灰黄、灰白色中细砂层内。石叶质地为白色火石，略呈长方形，

长 47.4 毫米，宽 25. 1 毫米，厚 6. 7 毫米，重 9.4 克，形制规整，断

面呈梯形，很有特色。由于石叶发现时即已断为两截，一截脱落

在原位置其下的不远处，另一截嵌存于原地层中，从而明确指示

了这批器物的原生层位，为判断其时代提供了依据。两件石片

系用石锤直接打制而成，台面都经过细致加工，一件质地为白色

火石，一件为黑色角页岩。综合考察地层堆积状态和石器特征，

研究者初步判断应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霍勒扎德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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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文化内涵，目前还比较贫乏，石器类型和数量都不足以支持

更深人的探讨活动，但它的发现，充分说明酒泉范围内已存在人

类活动。

旧石器时代的酒泉人类，过着以近亲血缘关系组成单元的

群体生活，栖息于山崖之下及河流附近的洞窟，或在坡地上掘穴

而居。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有群居才能抵御自然灾害

并保证人口的繁衍。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

从酒泉境内早期发现的石器观察，当时人们制作石器的石料大

多就地取材，打砸加工，成为生产的主要工具。除使用石器之

外，人们还使用木器和骨角器。骨角器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认

识自然的一大进步，扩大了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原料范围。

骨器的加工方法，一是原封不动地使用破裂骨头的碎片，二是把

骨、角在石头上进行加工，形成一个尖形。在多处遗址发现有加

工痕迹的鹿角，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已得到了比较广

泛的使用，大大地丰富了工具的形式，增强了人们改造和利用自

然的能力。旧石器时代晚期，酒泉原始人类学会了磨制技术和

钻孔技术，也掌握了钻木取火或击键取火的方法，实现了人类进

化历程中的一大飞跃。火不仅可以取暖，驱赶野兽，还可以照

明，同时还可以用来狞猎和烹煮食物。熟食大大增强了人类对

食物中营养的吸收，也有利于消化，减少了肠胃疾病，改善了人

类的健康状况。这对于酒泉古代人类体质的增强和大脑的发

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酒泉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是采集和

持猎。当时酒泉人类生活在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物茂密的草

原和森林环境中，这里有可供人类大量采集的植物的叶子、果

实、根、茎和种子;草原和森林中栖息的大量动物，又为酒泉人类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肉食来源。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食物的来

源，可能主要依赖于采集业。树上结的叶子、果实可以直接攀树

摘取，或以木棒敲击;而埋在土中的一些含淀粉量较高的植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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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块实，则需要挖掘获得，地面或山谷中生长的一些植物的籽

粒，可直接采摘。尖状器尤其是大尖状器，即为使用最广泛的挖

掘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以及群体协

作能力的提高，人类制作、使用石器技术的增强，肉类在人类食

物中所占比重随之增大，持猎业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人们在

狞猎实践中对动物的习性有了一定了解，或用持续追赶的方法

或用伏击的方法进行狞猎。随着荷猎技术的娴熟，方法也越来

越多，工具也多样化，获得的猎物也就越来越多。狞猎对酒泉人

类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影响。首先，人类在体能上远不如有

些动物，使用简陋而原始的工具进行持猎，必然要求人们之间相

互进行协作;其次，持猎对人们活动的地理范围和生态范围都有

影响。狞猎使人们获取食物的必要时间减少，可以有更多的自

由时间，因为同等份的肉食比植物性食物能提供更多的营养物。

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持猎的机会性减小，从而更需要有计划地

进行，这与偶然得到的动物尸体，或在天然陷阱中偶然捕获的动

物不同，使人群之内和之间有了更加复杂的社会交往机会。

旧石器时代后期，酒泉境内人类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血缘

家族的数量与日俱增，人口繁衍的速度在加快。氏族制度的形

成，又必然强化种族力量，提高群体的谋生技能。正是由于具备

了这种良性循环，酒泉人类才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活动区域，其居

厚的分布面也在日趋扩大。

第三节新石器时代

6 

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左右，人类进人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

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和自然环

境的变化，酒泉原始人群的生产活动也随之改变，开始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新石器时代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在生产中使

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及饲养家畜为特征



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狞猎、采集、捕捞活动已逐步退居次要

地位，农业和畜牧业出现，酒泉先民学会了烧市↓陶器，开始过着

筑房定居的生活，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体桑落，社会组织也由
母系氏族公社逐步演变为父系氏族公社。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

代，公元前 4500 年一前 2900 年左右结束，经历了繁荣的母系氏

族社会(母系氏族、母系大家族)阶段。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酒

泉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可能要晚一些。

新石器时代，酒泉先民主要活动在酒泉盆地(包括今肃州区

大部分和金塔县)和敦煌、安西盆地(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及玉

门市大部分)。这一时期酒泉先民已开始磨制石器，而且石器形

式多样、用途专一。很多石器钻孔安上木柄，制成复合工具，证

明人们掌握了钻孔技术。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和棺木中，发现

粟粒等植物种子，说明酒泉已经有原始的种植业。从古基葬中，

发现有大量羊头、羊骨等随葬品，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

骨。这说明酒泉人类在长期的狞猎活动中，不断改进狞猎的工

具和方法，捕获动物增多，开始了"拘兽以为畜"并加以驯养的

早期畜牧业。这一时期多数遗址有陶窑，葬物中有大量的彩壶、

瓮、罐、瓶、碗、盆、钵、孟等陶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胎薄面光，

说明制陶业已趋于成熟。男性墓葬中多是石刀、石斧，女性墓葬

中则多是纺轮，说明当时酒泉境内先民已出现男耕女织的劳动

分工 O

一、新石器时代酒泉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期，酒泉境内的文化特征与整个甘肃地区的文化

特征基本相同。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早、中、晚王个

时期。早期以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 7800一7300 年)和赵师村

一期文化(距今 7300-6900 年)为代表，中期以大地湾二、三期

文化(距今 7000-5000 年)为代表，晚期以大地湾四期文化(距

今 5500-4900 年)、马家窑文化(距今 5000-4000 年)、齐家文

化前期(距今 4200-3800 年)为代表。从目前发掘情况看，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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