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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马启智

泾源，我的家乡，是我久思眷恋之地。今逢《泾源县志》出版，殊感欣

喜。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借此机会，向付出艰辛劳动的编纂人员和鼎力

完成这项工作的家乡人民深表敬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

的大业，故朝朝代代至为笃重。究其缘由，因它是“一方之总揽"，“一方

之全史"，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存史，资政，教育人民的作用，因而代代

相传，久兴不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全国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宁

夏回族自治区也不例外。1986年后，全区陆续出版了一批专业志和地

方志书。

修志之难，古人屡有慨叹。因历史资料所限，考证飕梳殊难，现状调

查工作量大，实属不易。欣览了《泾源县志》后，深感其观点正确，体例完

备，资料翔实，表述规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泾源县的历史和现状，清晰

地勾画了发展演变的轨迹。翻开新县志，纵贯千事，横纳百业，囊括了泾

源县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民俗、宗教和

人物诸方面内容。字里行间以朴实的语言记述了泾源县的古往今来，嬗

变发展，特点优势，兴衰历史，同时又客观地记载了成绩和经验、失误与

教训。褒贬得当，持论公允，不溢美，不隐恶，还历史以真面目。《泾源县

志》地方特色突出，民族风情浓郁。对于回族人口占97％的县情，在回

族的来源、宗教信仰、生产习惯、生活习俗方面浓墨重写，突出了民族特

点。所以这部县志不仅是一部上乘的地方志书，而且也是一部富于特色

]



的回族史。《泾源县志》的问世，既慰藉前人，又可启迪后人，是向全县人

民进行爱祖国、爱家乡教育的一本好教材。也为大家了解泾源，认识泾

源，开发泾源，振兴泾源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

修志旨在经世致用，服务于当代。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泾源县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地区相

比，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贫穷不可怕，落后能改变，事在人为。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愿家乡人民从志书中吸取

经验和智慧，按科学规律办事，积极发展教育科技事业，积极引进人才，

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努力兴办地方企业，群策群力，

锐意进取，奋力振兴地方民族经济，创造业绩，谱写崭新的篇章，把山翠

水碧的家乡“写"的更加美丽富饶。我相信，未来的泾源定会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崛起于泾河源头。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序 二
、i

泾源县人民政府前任县长拜玉山

泾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童全成

继民国《化平县志》点校出版之后，凝聚寄托着全体编纂人员心血

和十万泾河儿女期待的《泾源县志》又将出版面世了，作为生于斯、长于

斯，并深深眷恋着这方热土的我们由衷为之感到欣慰。

志业千秋。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审视，《泾源县志》其编纂态度严

谨、方法科学、资料翔实、体例完备，基本上做到了忠实于历史，详略得

当，评说公允。沿着数千年历史演进轨迹，我们可以窥见泾源这方苍天

厚土所历经的沧桑嬗变。毋庸讳言，地方志的编修，本身就是一项极其

浩繁博大的文化工程，单就史料汇集梳理，稽考钩沉而言，非弹精竭虑，

精心著述难以玉成。至此诚如斯言，宏然功业，千秋永昭。

就立足泾源，纵览古今这一基本编修准则言，暂且置《泾源县志》中

类似“秦凤咽喉，关陇要地”等常规地理学术语罗列不提，单是秦皇汉武

巡北地，登临崆峒山，途经驻跸；济公和尚一度时期坐禅修行张家台石

窟；占金县总人口97％优雅回乡所独有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山青水碧，

风光旖旎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本身就张扬着泾源在特定地域文化背景

下，历史与现实相叠映光环的辉煌与耀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泾源县志》中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就全县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性巨变的记述，我们不难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真正获得新生当家作主的泾源人民自强不息，筚路篮缕，艰苦

创业的奋进足音。不可否认怀揣朴素生活信念，憨厚、纯朴的泾源人民

在奋发进取，营建美好家园历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就，但放眼

山外世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贫穷与落后又是实实在在的。当然问

题的提出是缘于客观现实的存在，其中并不包含一丝一毫的自惭形秽

与失意悲观。可以肯定的说，有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独特的资源优

势，有勤劳勇敢的泾源人民，有党的领导，走进新世纪的泾源，前程一片

光明。

‘‘治国以史，治郡县以志"。八载光阴，历经艰辛，为这一浩大工程沤

心沥血，挥洒汗水的同志们是令人敬佩的。这一工程的告捷，必将对泾

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浓郁文化氛围的营造，起到不可低估的

作用，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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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中共泾源县委书记 虎彦彪

泾源县人民政府县长 马志雄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朝朝代代至为重视，当局者皆

有共识，“天下有志，犹国之有史o91p-；国之有史，则褒贬功德之法明；天下

有志，而得失鉴借之义彰。"故代代相传，久兴不衰。《泾源县志》正是这

种基因的产物。

泾源这方水土，远在商周时期，就有先民居住·宋乾德二年，于此始

置安化县。清同治十年，左宗棠“安民"于斯地，设化平川直隶厅。1913

年，复称化平县。1950年，因泾河源于境内，故改称泾源县·自置县以

来，域内古迹往事，风物人情，沧桑变迁，兴衰更替，均无资料记载，致使

治理建设地方无文献借鉴证考，实属一大憾事。1935年，幸有黄花乡儒

士张逢泰(回族)编修的《化平县志》，于1940年石印而成，自此县内才

有了第一部地方志书，给泾源县人民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恢

复经济，全县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变化，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团结，百废俱兴，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较

快，但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究其缘由，是受各种

因素的制约，地方资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生产观念守旧，人才匮乏，致

使地方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微薄，成为“三西”地区最贫困县之一。为脱

贫致富，改变落后面貌，愿全县人民在中共泾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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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发展状况的数据以各部门提供的为准。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区)、地、县档案馆及图书馆，各部门文书档案和古籍、

地方志、报刊、专著、实地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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