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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凡例卷露鬟鍪鍪霪羹嚣冒墨

凡 例

一、《武威通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遵循国务院《地方志工

作条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全面真实地反映武威市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准确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各行

各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人民群众热爱祖国、

建设家乡的热情，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本志断限年代，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006年底。

部分图片和内容有所突破。

三、本志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谋篇布局，详今略古，

横排纵述。结构层次分为卷、章、节、目、项五层，部分项下设子项。

四、本志中述、志、记、传、图、表、录、考等多种体裁并用，以志

为主。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五、历史地名、计量单位、机构、官职等称谓，均依历史习惯。古

地名首次出现时在其后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历史纪年、各朝代年号

用汉字表示，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前者加

“前”，公元后者不加“公元”。中华民国时期的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

六、数字用法，执行国家标准GB／T15835--1995((／_q5版物

字用法的规定》。

七、本志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不使用“建国前、后”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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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嚣濯蚕澄篡篓薹雾溺謦大事卷
八、人物以传略、简介、表录等形式记载，正面记述。生不立

传。简介人物为党政军界正地厅级及以上人物、国务院表彰的劳动

模范、学术界部分正高级职称人物。表录人物为党政军界副地厅级

人物、学术界高级职称人物和省部级英模人物、先进工作者。入志

人物以武威籍(民勤、古浪、天祝县和凉州区出生)为主。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书籍、文献。当代资料，多

从档案部门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社会调查获得。出现资料

不一致者，经考证核定后使用。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部分

资料和数据参考、引用了新编的各县市志的有关内容。为节省篇

幅，所用资料和数据，未一一注明出处。

十、本志在征集资料时，个别部门、单位及行业，未按要求提供

资料，加之编者掌握资料有限，致使部分内容特别是人物收录记述

不全，有待以后修订时补充。

，十一、本志以武威市现行行政区域为主，在记述历代内容时，

适当记述当时行政区域内的事物。

十二、本志的注释，采用脚注或括号注，当页编码，当页注释，

不编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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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

公元前3300年至前2050年撕从武威f啪氨州I又下舣乡、丰

乐镇，占浪县裴家营镇等马家窑文化遗址考占发现的石刀、敲打

器、石斧．骨锥、7FF_j,I’饰，彩陶怀、笳、罐、钵、吏砂索丽陶罐等文物，说

明在ZJ：千多年|{if，武威市一带已有人类活动

前2050年至前1135年据从武威I阿凉州J天皇娘娘台、海藏寺

等齐家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

成年男女合葬墓和红锏器．

擘、磺、绿松石珠、粗{=E石片、

红铜器、陶器、猪下颌骨等随

葬品，一男性身上集I}l放露有

八十余件璧，已经有半地穴式

房子等现象，说明在距令三四

千年前，武威市一带不仅有了

农业、畜牧业，还有了手上业『，

红铜器的使用说|jJ；j当时生产

力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一作为权

力。j财富象征的璧大量出现，

且多放置于男子身上，说明货 |兰鐾墅墨鱼三蔓
币已经产生，父权制已经确立，旋富差别已经出现

夏商时期

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ll世纪河西走廊为西戎驻地

武丁二十四年(前1227) 西戎表示归顺于商一

此喊迪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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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

前1134年至前771年河两走廊腻蝤戎驻地成书于西』爿

(一说战闭至汉例)的《尚恬·复|5·禹贡≯中有今民勤县境ry,,l潴野

泽(最’P称潴野泽、夏称都野泽、汉仞称休屠泽)的记载，说f!JJ人类

已经将潴野泽作为渔猎场所

宣王元年(前827) 命桑仲攻戌／f：胜，被戌所杀 宣E命庄公

阿伐凹戎，菝畦

幽王四年(前778)秦人伐西戍

东 周

前770年至前221年j|lf两止蛳届戊地

秦

前221年至前206年河西走廊属，j氏，乌孙地

秦』：乏汉初，川氏势力强大，勺东北的东胡从两面胁迫游牧于蒙

习
襄}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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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最’P称潴野泽、夏称都野泽、汉仞称休屠泽)的记载，说f!JJ人类

已经将潴野泽作为渔猎场所

宣王元年(前827) 命桑仲攻戌／f：胜，被戌所杀 宣E命庄公

阿伐凹戎，菝畦

幽王四年(前778)秦人伐西戍

东 周

前770年至前221年j|lf两止蛳届戊地

秦

前221年至前206年河西走廊属，j氏，乌孙地

秦』：乏汉初，川氏势力强大，勺东北的东胡从两面胁迫游牧于蒙

习
襄}
城



约前元三年至前元十六年(前177至前164) 乌孙与大月氏 ㈦’

人西去后，羌族又从湟水流域与祁连山中出来活动。

建元二年(前139) 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目的是

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张骞一行百余人，从长安出发，经陇西，

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被匈奴所扣。元光六年(前129)逃出匈奴地

界继续西进。

元朔三年(前126) 汉武帝改雍州日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

凉故也。凉州由此得名。

元狩二年(前121) 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余，出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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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抵河西经过几个大的战役，匈奴大败于是浑邪Ti杀休屠壬，率

众四万余降汉河西地区自此归入西汉版图，西汉乇朝开始向河西

移民，并通过屯田，逐步阡发河西，

元鼎二年(前115) 汉武帝采纳张骞建议，欲招鸟孙东还居浑

邪王之地，经张骞于公元前1 19年至前115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游说，鸟孙不肯东还于是汉武帝决定在浑邪￡救地置酒泉郡，后

又霞武威郡(关于武威设{}fj时间，史学界众说纷纭，一浇元狞二年，

。说元鼎二年、元女7{六年，一说地节二年、■年等本志依据《资治

通鉴≯作此记载J，辖}I县：姑臧(治所在今武威市凉州I五)、休堵(治

昕和今武威市北60咀，凉州K四坝镇三缉占城)、武威(治所在今

比勤县东北收成乡)，宣威f『肯所在今民勤县眄南薛玎乡)、鳄玛(治

所在今武威巾‘凉州区占城镇一带，一说在武戚f盯凉州J五新华乡缠

iI】村境内)、苍松(治所在今占浪县北)、张掖(治所化令武威I{j凉州

lK张义镇)、朴曩4(治所在今jli浪县大靖镇境内)、媪吲(治所在今

景泰县芦刚镇附近)、措次(治所在今￡i浪县土门镇西北)

元鼎六年(前111)从武威、洒泉=|}|5中分设张锻、敦煌部

是年始筑令屠姒出的长城，经鹰浪河f今金幔河J符跨越乌

鞘岭，蜿蜒睡去

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置凉州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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