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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志》纂成出版，由衷欣慰，可敬可贺!
康乐县是我的故乡。她地处甘肃省中部的西南

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气候温和，景色优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这块肥沃的土
地上辛勤创业，建设家园，共同开拓、创造了康乐
向文明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风云，
康乐各族人民历经磨难，走过无数坎坷的道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获得新生。共和国建立以

来，康乐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形成民族团结，社会安
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康乐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辉煌成果。康乐各族人民经
过长期历史的栉风沐雨，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金光大道；只有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
建设繁荣富裕的新康乐。

编纂出版的《康乐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遵循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秉笔直书，抚今追昔，把康乐
县的历史与现状，发展与变化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是康乐历史的
具体写照，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康乐县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它从康
乐县的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百科百
业，包罗万象。“集百业于一册，缩千年为一瞬”。县志从浩繁的资料
中系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探讨客观规律。还以大量的资料记
述了我们康乐各族人民在近代和现代史上曾多次进行的不屈不挠的
斗争，既有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斗争，也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斗争，更有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地下党的活动，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
物和革命志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行各业都出现过许多先进
模范事迹和人物。“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得
失。”

编史修志，是时代和国家的要求，是一项巨大的科学成果和宏

孽，t



2 康乐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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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的文化建设工程。7我记得，我任临夏州政府州长期间，曾于1 986

年8月在康乐主持召开州、县(市)长会议，学习交流经验，确定县
市编志机构的名称、经费和人员编制，确立州、县(市)专任编委主
任的行政一把手负责制。为全州修志循次而兴奠定了基础。后经几．
届州委、几届政府接抓不懈，方方面面通力合作，修志人员的劳精
竭虑，据悉临夏州的修志已取得丰硕成果。这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文
化建设系统工程，已不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部部陆续展现在读者
面前的文化精品。这次新编的临夏州志及其各县志，在州县文化建
设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它所涵盖的历史内容之丰富，时代特点、
和地方、民族特点之鲜明，以及它在推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是旧方志和其它著述恐怕难以与之相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
要充分利用志书这个综合信息库，发挥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方面立体的作用。

我希望全县有阅读能力的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都要认，
真阅读和研究，让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康乐的过去，认识康乐的现
在，更好地规划建设康乐的未来。同时，要广泛深入地教育干部和 ，，

各族人民，以志为鉴，爱护和珍惜康乐历史上、尤其是共和国建立
以来形成的各民族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和睦相处的民族关系，竭
尽全力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 ，

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极好机遇，-凝聚，． j

各方面的力量，j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为尽快实现康乐县脱贫致 I
富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 1

晦
·九九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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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志》即将出版资世。它是勤劳智慧的康乐各族人民世世
代代辛勤耕耘所创造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晶，也是鉴往知来
的一面镜子。《康乐县志》的出版展示了人民创造的巨幅历史，将实

现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并激励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拼搏奋进，达
到理想的彼岸。 一

从志中揭示，解放前，康乐人民灾难深重，多少革命先烈和进’
步人士为反抗剥削和压迫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九三六年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过境，曾在景古、莲麓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播下最早的
革命火种。一九四三年康乐义士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发动了声势浩
大的甘南农民起义，团结各族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
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康乐地下
党组织建立．一九四九年八月各族人民终于迎来了黎明曙光，成为
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和睦团结，共建家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
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艰苦奋斗，共创大业，使这块穷乡僻壤
上的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各项事业得到发展，成绩巨大，形势喜
人。 ～

以志为鉴，着眼今后。当我们看到康乐好多优势和取得的成就
展望美好前景的时候，就会充满希望，满怀信心。但是，由于历史
的原因，再加本县处于经济文化落后，属于少数民族聚居，高寒阴
湿贫困边远之地，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存在诸多困难和制
约因素，与先进地区相比，。差距甚远，这是本人关切之题，寄希望
于今后诸届党政机关继续努力，依靠广大群众和各方支持，借改革
良机，着力改变。· ，”

历史虽然也有曲折和反复，但历史的车轮依然是滚滚向前的。
我们从古今兴衰成败中，探求和遵循规律，正确决策，除弊兴利，
为民谋利，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从这个意义上看，《康乐县志》



4 晨乐暑志

将会发挥资政兴世的重大作用。
振兴康乐，任重道远。凡有志之士，应认真研究康乐，深刻认

识康乐，明确我们所肩负发展康乐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改革
开放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实践，艰苦奋斗，尽快
把这块可爱的宝地，建设成美丽富饶的人间乐园，以达编志目的。

我有幸自．1 987年来康乐工作，并从前任手里接过修志任务。
在修志过程中，‘全体编辑人员呕心沥血，精心编撰，付出了艰辛劳
动，得到社会各界。各单位和退居二线老同志们的关心、支持、配
合，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而浩繁的工程。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
意! 、

．

．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振华
1二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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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县志》修成问世是康乐县的一件大事。翻开《康乐县
志》，康乐县的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风土人情，
名胜古迹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跃然纸上，历历在目。可以说，

’

这是一部康乐县的百科全书．这部书为党政干部提供了可靠的决策
依据，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教育文化工作者提供

．了生动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县情咨询。既是客
居他乡，旅居海外的康乐籍人士了解家乡的窗I：／，也是惠及子孙后
代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志书出版付印的时候，志书编纂委员会嘱我
们作序，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感奋的。 ，

康乐县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历史悠久，山河壮
丽．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创业，建设家园．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康乐县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基础
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步入了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在古代，
我国有。盛世修志一的传统；在今天，修志更是一件有利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大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州、县各有关部
门和各界人士支持、配合下j在临夏州志编辑部专家、学者的悉心
指导下，县志编纂人员含辛茹苦，殚思竭虑，笔耕九年，搜集几百
万字资料，七易其稿，经过专家评审，终于在一九九一年定稿，完
成了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述，实在可喜可贺。在此谨向编纂《康
乐县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康乐县志》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评价建国以来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依据，实
事求是地记载康乐之古今，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志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虽然从
总体上看、在严谨体例、核实史料、探索规律上下了很大功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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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

愿《康乐县志》编纂工作长期进行下去，以便不断将康乐人民
的光辉业绩、康乐大地的新面貌载入史册，传给后世。

中共康乐县委书记 唐振寰

康乐县人民政府县长马玉如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凡例· 1
．

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认真考证，力求达到资

政存史之目的。

j二、本志结构为章、节、目。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弭章J船节，约

6D万字。分门别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于一

体，同时随文穿插适当的图表、照片，文图并茂，互为印证．‘

三、本志，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J『9酊年底。

四、本志资料以档案文书、史志典籍为主，采访口碑资料为辅。对采访口

碑资料尽力核对考证，存实去伪．确无证据核实的重要资料兼录并存，记于附

录，待以后考证。

五、本志所列人物传记、简介按卒年排列。本籍人物籍贯仅记村名．

一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书面语和规范的简化字、标点符号。数字、计

量，时间、年代表达用法，均按国家统一规定书写。

七、本志所述建国前后，即J舛9年J7D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八、本志所记地名：历史地名沿用，且加注今名，如宁定(4-广河)；建

国后地名，用《康乐县地名录》所列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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