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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县志》审定单位及编纂机构和人员
毫

《临洮县志》领导小组

组 长 张乃

副组长 阎尚人石宝锦
组 员 巩发俊孙镇平张得炳 王永祥

审 定

临洮县志领导小组

总 编

副总编

责任编辑

编 辑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摄 影

巩发俊

李信仓

巩发俊

王质蔚

傅学明

孙效穆

I奎壁薹I
李天文

岳恒贵

康仲华

刘永祥

单 位‘

定西地区县志领导小组

《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

裴天宇

肖剑琴

张蓁圃
王御芬

王舒庆

张士彦

谢光汉
桑国鑫

胡国权

曹继尧

孙镇平

曹继尧

赵世英

I整丝垒I
张金保

诫龟勃

边云峰

甩力亍

樊志道

秦家珍李信仓孙效穆 王御芬

张令埴

康克涛

i质蒋

桑发茂

张普英

罗进笏

李尚义

孙一民

张祖印

苟得学

杨春华

李毓芳

杜本中

《临洮县志》办公室成员

副、欧阳

苟惠迪

杜松鸣

祁生全

贺君天

张发祥

李信仓

杜学诚

杨成印

黄建吉

郭景坤

何纪雄

李信仓

厣羽王御芬 曹继尧

赵春福孙万荣 王 忠 杜鼎钧 马 驷 张海梅 张国林
张 瑾 田喜华 景士芳杜瑞兰 刘惠琴 李作栋 潘宜军

孙玉萍

陈春梅
。

；；司a弱a羽翟蚕l镯涸—】

。

：。，，。。}o；。。ol～



当 礴
之擎毒彩7’j

)乞弘骞

意心警湾7
：i≯≤，j

缓

★

t—i
兰r矿 ．

广‘、

一量排子坪
K泉一—～1

筏li～虎￡

雾蒜

。^”、—t口一7

一l、二≮专刹嗡

、)义Z i‘≮蔑K

井

篇瓣

貉j

■tt

-÷
击

耘‘

≈／介

。j j厂}

符川
《子rlf

一

高峰
i地S

图 例
JL‘

I=县驻地==-口一髋路．车站
o #政府i———一鹰孽。蓐
e"；}一—粤g．女g．坷泷
。

目挞村——<==一王、贵渠道

x化古迹-———I地区界
I 山蜂—●——l县界

一i雾公路一一一一}界
． t：㈣0

竺量三耋三兰量三三童：!

卅

缘

一惑聪蕊



■匾翼F，
l临洮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中共临洮县委办公楼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马家窑文化遗自

荨洼文化遗址

一J．·一．．．‘_●一～



秦长城杀王坡遗址

岳麓山风t



姆。◆j 0
气一墟

、

≮

《◆
霹．

嘎-
～

＼气j
．

、k。j，■事。．



哥舒翰纪功碑

金代狄道县EI

队旗

甘南农民起义纪念碑





《临洮县志》的编写，已如期完成。

分肯定。并能走在县志编写工作的前列，

高兴的一件事情。

稿经四易始定，曾在全省性的评议会上得到充

表现了“盛世修志’’的新局面，这是值得我们

临洮历史悠久，有丰富多采的文化遗迹，远自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名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力、“辛店文化"，都

因首先发现于临洮而命名。远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元年始置狄道、桓道，纳入秦国

版图，秦昭襄王时，设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匈奴，并筑“万里长城’’。秦自孝公后，励精图治，尚勤俭，奖

农工，重公益，因此，今日的临洮，仍继承和发扬了纯朴和耿直的民风。如汉代的辛庆

忌父子，以忠耿善战名于世。明代杨继盛讲学课士，文风大振， “后起更嶙峋"。尤其

在建国前夕，有志之士，风起云涌，为革命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如建国前后李化民等

同志的卓越贡献，王仲甲烈士在白色恐怖下的辉煌史迹，不只是临洮一县的光荣，也是

甘肃人民的光荣。因此，我们今天编写的地方志，一定要在“略古"而不忘古的原则

下，做到“详今"，详述新时代的人与事，对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进

一步改革开放，有着重要意义。领导求治资政，人民致富脱贫，都需要科学的资料和历

史借鉴。《临洮县志》大体上达到了以上要求，是～本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风尚，

新事物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志书，内容比较全面．概括了临洮的旧貌，展现出临洮的新

颜，对促进临洮的人民幸福、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展都有其一定的积极因素，

是一件可喜的事。

编写过程中，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主编巩发俊同志和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才取

得了可观的成果。还有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杨干丞先生，以耄耋高龄，不辞

劳苦，为县志的出版，做了许多有益工作，都是值得称赞的。书成，要我说些话，兹简

述如上。

王秉祥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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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历史悠久，为陇上文化名城。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

息，创造出闻名中外的“马家窑文化，，、 “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多少年来·临

洮的有识之士、英雄儿女，曾为安邦治国、开发沃土、造福子孙，屡建功勋。但在漫长

的封建时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兵连祸结，赋税奇重，百业衰败，万户萧

疏，中华民族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为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表现了中华民族

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变经济落后面貌，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不断腾飞，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为借鉴历史，恢宏传统，裨益“四化，，大业，造福子孙后代，中共临洮县委、临洮县人

民政府于1981年10月决定编写《临洮县志》。六年来，编辑人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四

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完成了这项有益当代，荫及后人的事业，这是成千上万人

共同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史实，

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了临洮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贯彻了“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的编写原则，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临洮的地方特点，目的在于总结前人的经验

教训，激励后人奋进创新，给本县今后的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这次修志，由于资料多佚，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顾此失彼，挂一漏

万，恳请专家、学者，领导及同志们指正。
～

张 乃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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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自明万历至民国，有府、州、县志十二种，现存留七种，省通志稿称乾隆呼延

华国志，不失为全省之名志。辛亥起义，肇建民国。在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f陇上斗争浪潮，、风起云涌，临洮有志之士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新中国建立后，全

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力拼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

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兴利除弊。全县人民为脱贫致富，实现“四

化刀，团结战斗。盛世修志，应运适时。为借鉴历史，恢宏传统，继往开来，裨益“四

化"大业，中国共产党临洮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0月决定编纂《临洮县

志))。由县级党政领导，各主要局、委负责人和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成立临洮县志编

纂委员会，调集工作人员，开展修志工作。1984年夏，成立县志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

了对修志工作的领导。1986年8月草成评议稿，在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指导下，

召开了县志稿评议会，所取评议意见后，于1987年10月定稿。

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史志一体，详今略古、立足

当代"为原则；力图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新志。要求实事求是，体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要求记述有据、褒贬得宜，达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修志目的。对许多

重大历史问题，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基本上作了客观

的、真实的记述。全志共八十万字左右，其中《经济编》约占三分之一。文字力求简明

朴实，通俗易懂，但因资料残缺及编志队伍的水平所限，虽殚精竭智，而疏漏、失当之

处，仍难尽免，欢迎批评指正。

本志编纂过程中，受到省、县和兄弟市、县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许多专家，学

者的热心指导、赞助，及本县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协作。因

此，这部县志，实为成千上万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是大家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对此，

县编委谨表诚挚的谢意!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全县人民已经在过去写下了光荣而自豪的一页。今后向

“四化矽进军的战斗中_l’必将在党的领导下，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

]



凡 例

(一)本志要求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标准，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详近略远，立足当代。

(二)本志要求记史实、叙得失、彰因果、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规律，力争有

所突破，有所前进。

(三)本志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综合体，以志为主，史志一体。图表分别附

见于各类之中。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本志除概述及后记外，有大事记、建置人口、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社会、人物诸编，编以下采用卷、章、节的编纂形式，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

上有所创新。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从现代社会分工及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适当纳入

各行政单位的体制、机构及业务范围。

(五)本志将序言、前言、目录、凡例，县图，概述置于第一编前。部分卷，有卷

首语，部分章、节，酌加“附记刀，以辑录有关文献资料，补足正文。

(六)本志断限年代，．上限不限，下限至1985年。

(七)本志要求全面记述与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相结合，以利发挥地方优势。

以农业、水利、教育、文物古迹为本县特点．予以详述。

(八)本志对辛亥革命：至1949年的‘民主革命斗争史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

的重大政治事件，除散见于《大事记》外，采取另立卷章，集中纂述的方法。

(九)本志人物传的编写，采取以正面、近代为主的原则。立传者为革命烈士及对

本县历史发展具有显著推进或阻碍作用的，已故人物，不以地位等级为标准。对有贡献或知

名的在世人物，除遴选若干以“简介"命名外，其它编入《知名录》，以存史料。

(十)本志材料，大部分采自省、地、县史料、档案及本县各部门编写的资料，小

部分选自报章杂志及个人编写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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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洮地处东经103。297至104。19 7，北纬35。03742∥至35。567461,"之间，在陇西盆地的

西缘，青藏高原蚴东边。东向越山穿谷达渭源、陇西境，西向渡河过岭，接康乐、临

夏，南向翻山绕壑，至漳、岷界；北向跨梁渡关，抵兰州市。境内四山环抱。一水北

流。南屏山积雪，苍松挺翠，马唧山北矗，一岭云飘，卧龙寺西嗽，峰坪映水，岳麓

山东耸，岩峦掩城。洮河自海巅峡入境．拍岸激石，滚雪溅珠，t纵贯115公里，是全县

最大的冰利电力资源，可灌川区及台坪耕地40多万亩。

全县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总土地面积2867平方公里(4285535亩)，耕地

面积1131300余亩。南北袤延103公里，东西宽广78公里。海拔中部河谷区在1730至2100

米之间．边缘山区多在3000米以上。气温，夏季最高温度33．9。C，冬季最低温度

一29．6。C；年平均温度7．00C。人口，据1982年普查，总数为419415人(汉族418757人，

东乡族、回族、满族、藏族、土族等658人)。

临洮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远在新石器晚期(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

即有马家窑，寺洼、辛店文化，是甘肃仰韶文化发轫较早之地。7据史籍记载，周安王十八

年(公元前384年)，秦献公灭西戎部族狄，桓，建立狄道、桓道二县，是临洮建置的起

始。至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置陇西郡，郡治狄道。东晋十六国时，属武始

郡。唐初，置临州，后置狄道郡。安史乱后，陷入吐蕃。五代时吐蕃置武胜军地。宋置

熙州，治狄道。元、明、清均置临洮府，府治狄道。乾隆五年(1740年)，迁府治于兰

州，升狄道州，民国二年二月降州为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为临洮县。新中国

成立后，初属临夏地区，后属定西地区。1960年，成立临洮地区，不久裁撤，仍为定西

地区辖县。

临洮历来为控扼陇蜀的战略要地。秦筑长城以制南牧之患。蜀姜维出狄道以扰关陇，

魏人据狄道，使姜维不能得志。唐哥舒翰镇边，宋王韶安抚熙河，，：均以洮河流域为必争

之地。明徐达盛称熙河对经略湟鄯的战略作用。辛亥革命后，甘肃数次军阀争夺战中，’

临洮得失，关系兰州、临夏的安危。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王震司

令员率军渡洮河，解放临夏，西宁，以侧翼迂回作战．配合解放兰州的战略任务。

临洮自古以来即处于多民族消长融合的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修筑长城。西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先零

羌与匈奴合兵十万，进入洮河流域。东汉时，西羌各族频繁犯境。西晋以来，吐谷浑循阴

山入河湟。东晋十六国时，前凉张骏与前后赵争夺河南地，改置武始郡，置武街、石

门、候和、滴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后赵石勒分境相拒。唐太宗时，临洮迭受羌族，吐

谷浑吐蕃骚扰，玄宗时，哥舒翰，兼河晒节度使，攻破吐蕃，收黄河九曲，筑神策、宛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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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一度安定洮河流域。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吐蕃陷临洮。直至北宋神宗熙宁

元年(1068年)王韶大破吐蕃，熙宁五年(1072年)，又击败羌族木真，临洮复归宋辖。南宋

以后，金兵鞑靼相继犯境。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临洮回民受太平天国及捻军反

清斗争影响，揭竿而起。因地方官绅，破坏“汉保回、回保汉”的约言，酿成回民四千

余口与汉民共同受害的惨痛巨变。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苛征暴敛，民

不聊生，激起回、汉、藏、东乡民族十万多人联合起义，其后，虽因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

败，但民族团结，协力抗暴的英勇事迹，在西北民族斗争史册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回汉民族和睦相处。“文化大革命”期

间，民族政策的执行受到干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又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

临洮水利事业，有史可考的，最早为东汉马援曾引东峪沟水教民种稻。至宋，郑

宪民在城南开渠，引洮水灌田。明杨继盛曾教民制桔槔，引水灌溉。清郭士俭引三岔河

水灌洮西十八里川，并倡修辛店、哈沙沟等渠。民国时期，先后修建德远，工赈、洮惠等

渠于城川，溥济渠于衙下，新民渠于新添。至1936年，有渠道219公里，灌耕地六万余

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水电事业的发展，更为显著。水川地区灌溉面积

有28．32万亩，保灌面积达24．23万亩。洮水年平均流量146．4每秒立方米，现灌溉用水

仅占年平均流量的4．9％，潜力很大。若引水上山，还可发展水浇地十万余亩。同时，

沿岸一级和二级河阶地，有发展淡水养鱼及鹅、鸭等养殖业的良好条件。洮河水利资源

丰富，现有小电站五座，年发电量188万度，若利用海巅峡蕴藏的水能，年发电量估计

可达四亿度，对未来工农业用电具有优越的经济价值。

临洮矿产，受地层断裂和及火成岩的控制，主要矿苗多藏于古生代，以前的地层断

裂构造发育的部位。截止目前，已发现的有铜、铁、金、铝、自钨、磷六种，其它金属异常区，

有何家山南哈拉沟白钨矿，巴米山的磷钇矿，何家山自铅矿，杨家庄铬元素及马唧山铝元

素等异常区。非金属矿，有方解石、萤石、滑石、大理石、石英砂、白云石等六种。为

利用马唧山石灰岩，正扩建峡口水泥厂，预计年产量可达四万吨。大理石矿正规划开采

中。煤层，仅海巅峡露出一处。

临洮中部河谷为沉积层，山区为原、梁、峁三种地形。气候温和，适宜发展农业生

产。1949年，粮食总产量3258．5万公斤，到1985年总产量达10878．5万公斤，增长了两倍

多。粮食作物的播种比例虽有反复，但总趋势是小麦播种面积在增大。1949年小麦播种

面积为29．61万亩，1985年小麦播种面积为55．84万亩，两相比较，小麦播种面积增大了

约1倍。引进或培育的优良品种的播种面积逐年在扩大，在增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临

洮水川地区，保产稳产，干旱山区，地多产多，有利于全县粮食的均衡调剂。水川区盛

产各类蔬菜，除本地自给外，大多供应甘南及青海牧区。虽然临洮在农业发展中有一定

的优势，但因地处西北高原，属大陆性气候，气温变化无常，年平均降水量变动幅度

大，各种灾害频繁，尤以旱、雹灾为甚，农业产量低而不稳，起伏性强。民国十八年

(1929年)，因遭严重旱灾饥饿而死者达一万五千人以上。“年年防旱"、“六月防

雹”，是临洮农民祖辈相传的民谚。

临洮工业生产，以农机、地毯、皮毛、乡镇企业及建筑业较为出色。1949年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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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为254．26万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271万元的20％。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1834万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3856亿元的13．24％。1985年与1949年相比较：工业

总产值上升了6．2倍，但在工农业总产值结构中的比重中，工业产值印由1949年的20％

下降到1985年的13．24％。这种情况，显示了农业发展的速度高于工业}地方工业的发

展，速度较缓，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仍未能改变农业县的基本特征。

临洮距省会兰州仅100公里。1949年有甘川公路一条。至1985年，境内有干线公路5

条，140公里。兰州至康乐、岷县、陇西、武都、渭源的班车，均经临洮县城。县乡公路

20条，302公里，基本实现了乡乡通汽车。

鉴诸临洮的地理环境、经济、交通的优劣形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宜取长补短，

以我国东南地区的先进县、市为范例，从实际出发，开放搞活，横向联合，采取多种措

施，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保持协调稳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科学技术的指导作

用，在工业中，除办好现有工业，广泛发展乡镇企业外，有计划、有准备地拓建一些较

大型的现代化工业，实为当务之急。

临洮原来就是人物荟萃，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从两汉时期起，有捍卫边塞，维护

中央的名将名臣辛武贤、辛庆忌父子，东晋十六国时，有能文能武建国敦煌安定西陲的

李嚣；宋建炎年间，有在河北五马山的抗金首领马扩；明嘉靖年间，有上疏劾奸佞的张

万纪，明末清初有诗名盛于东南的张晋，清康、乾时有歌咏祖国山河的诗人吴镇，辛亥

革命后，赵学普、边永福为进行护法运动而流血，李镜清为保卫民主而牺牲，地方先贤

为求新知识，或留学于日本，或就读于省外，而成为教育界名宿者如杨汉公、杨斋沐、

牛载坤、张作谋、高文蔚，司湫法、黄文中等，为甘肃培育了不少人才，自杨斋沐开私

人办学先声后，捐资兴学者颇多，因而文风勃兴，人才蔚起，全省中学生会考，只名列

兰州之次。解放后，一经政府号召，临洮知识青年参军赴新疆者即达1250人，人数之多仅

亚予北京。另有赴临夏者近200人，赴青海者80余人，支援武都者百余人，为建设大西北

贡献了一定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至1985年临洮全县有地、师级以上及教授、副教授、总

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等人的情况为：党政24人，军界15人，技术15人，科教、卫生、学

术24人。建国前有中等学校6所(含专业学校)，至1985年，增至31所，1949年有小学

253所，1985年增至498所。中小学生人数，1949年为21371人，至1985年，已增至79104

入。数十年中，临洮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五十年代后期起，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骨

干教师，被戴上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纾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教师队伍中，多数被下

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学校秩序极为紊乱，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直至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才逐渐恢复常规。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

几年来，虽学习会宁经验，制定教育工作纪要，-以图改进，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

仍未摆脱后进状态。

临洮有许多文化古迹和遗址，有城北三十墩皇后沟的秦墓群及历代名臣名将的墓

茔，有杀王坡秦长城遗址，有南大街哥舒翰纪功碑，。有岳麓山椒山祠、超然书院一有玉泉

峰水，西岩临川阁故址等诸景观。其中岳麓山年久失修，加以“文革”摧毁，景物凋

零，令人惋惜。县政协杨千丞先生有感于此，捐资鸠工，倡议兴建岳麓公园，年来在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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