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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酒泉市志》在中共酒泉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编纂人员12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

了，这是我市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全市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

一件大事。
f' ～

《市志》以翔实的资料证明酒泉历史悠久，是一个神秘而富饶的地方。有

“城有金泉"、“其味如酒"而由来之说。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的足迹。自汉代置郡后，更以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闻名遐迩，成为丝绸

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北凉国曾在这里建都，其后诸多朝代以这里为省州

府地。酒泉是锁钥三秦，保卫中原腹地的重要屏障，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

梁。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都是经这里前往西域的；而波斯、古印度等国的

商贾、学者也是经这里到达洛阳，长安的。这条对外开放的通道，是中西经

济文化交流的长廊，也是传播友谊、和平的长廊。中华民族通过这条长廊不

仅吸收了西域各国的文明成果，也使自己的先进文化传向世界，为人类所共

享。 ．。 ! ．．

《市志》以丰富的史实表明，美丽富饶的酒泉曾经是各族人民活动的舞台。

先秦的月氏，汉代的匈奴、羌族以及后来的鲜卑族、吐蕃族、回鹘族、蒙古

族，都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孕育了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政治，为开发这片

热土做出了贡献。这里曾涌现和活动过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有治国安邦的文

臣武将，也有博通经史的硕儒名流；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名家，也有誉满西陲

的技艺百工。他们或致力于筹边开发，或倡导于文明教化，或笃志于经济发

展，或献身于民族团结。人才荟萃，各领风骚，在酒泉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

的功绩。

《市志》以丰富而珍贵的资料，详尽地记载了酒泉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物
· Z。



古迹。上迄远古，下至明清，风格迥异，代表着各个时期的特征。关隘要塞、

长城烽燧、文物典籍、地下墓葬等文化遗存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映衬，向世

人展示着她那辉煌的过去。
‘

酒泉这块黄金宝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蕴藏着发展农、林、牧、副、

渔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市31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战天斗地，摆脱贫穷和落后，各条战线、各

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甘肃省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著名的文化教育之乡，河西重要的商贸旅游城，使酒泉这颗瀚海

中的明珠更加璀璨夺目。《市志》在这方面透过朴实的笔墨也作了颇为充分的
一．

，

展示。
，

’《酒泉市志》以篇、章、节、目为框架，以志、表、图、传、录为形式，

着重记述了解放后的巨大变革和工农业的发展，是一部有关酒泉地方的百科

全书，为我们了解酒泉、热爱酒泉、建设酒泉提供了珍贵史料，对于继承和

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

作用。7
。

《酒泉市志》的出版，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愿全市人民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同心协力，奋发图强，为把酒泉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奋斗。
。’

一

．‘

二 ；
一

·2·

中共酒泉市委书记‘陈建华

市人民政府市长刘遵义

1997年11月



凡 例

_

一、《酒泉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求

实存真的原则，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进行编纂，力求

写出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

方之全史"。

二、志书贯通古今，略古详今。下限止于1989年，部分延至1994年。用

现代语体文记述，采用述、记、志、传、丛录、表、图、照等体裁。设专志

45篇，篇下设章节，部分只设章，未分节。连同序、目录、丛录等共115万

字。

三、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数量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部分用

汉字书写。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括注公元纪年。古今地名不一致者，加注今名。现行地名，市境内的按照1982

年普查标准地名书写。人物一般直书其名，部分只加职衔。

四、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只选有

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撰写其传记事略。生人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部分

收入《简介》人物之内。烈士只收民政部门核准专册可查的，列入名录之内。

五、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书内称：

“解放前"或“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25日酒泉市和平解放前后。“建国

前"或“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坚持“详事业，略机构；详关键，略过程；详首创，略常见；详独

具，略共有”的编写要领，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七、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史籍、报刊和调查采访，并经考订审核。建国

后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主管部门通用数据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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