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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地方志丛书))序

中共天水市委书记

天水市市长

张津梁

赵春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

史文化源远流长。境内发掘的大地湾原始村落道址中大量
珍贵文物证实，早在80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在这片土
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大量的古文献资料确证，天水是

位列“三皇之首”的伏羲氏诞生地。1 992年，江泽民总书

记视察天水时，曾亲笔题词“羲皇故里”；天水有史可稽的
建置史有2000多年，早在夏、商、周时，天水属雍州之地，

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置邦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
元前11 4年)置天水郡；天水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王朝孕育、壮大、崛起之地，更是古

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曾经商贾云集、车水马龙，“阎

闾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出陇右”⋯⋯卷舒的历

史风云，千百年沧桑岁月的积淀和一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

熔铸7天水悠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土地上，诞

生7众多的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留下7许多千古传颂的

美文佳句，形成7独特的、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境内星罗
棋布的古石窟．陵庙、古石刻、古建筑、古遗址，昭示着天

水历史文化的辉煌和历史人物的光彩，而伏羲文化、大地湾

文化、泰国早期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和三国古战场文化

等，则是其中的瑰宝。这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们先祖勤劳、智慧的结晶，更是天水人民的骄傲和



荣光。

天水是一座古老而充满朝气、活力的城市，独具特色的
古城风貌是历史留给速座城市的--4分黟'--'tr遗产。今天，我们
依然可以从中寻觅到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风韵，领略

到浓郁的民俗文化风情，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陶，自和震撼。

历史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不同的历史时

期人们精神和物质创逢的结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加强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社
会关系，社会生活状况，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同时还能够展

示天水历史文化亘古不表的魅力和“羲皇故里”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借助文化的优势推动天水的对外开放。更为重要

的是，深入研究天水历吏文化，对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

化，对加快开发天水丰富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把文化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激发热爱天水、建设天水的热情，

凝聚人o，共图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从这个
意爻上来说，鳊辑出版天水地方志丛书，是建设先进文化、

推动天水发展的一件有意叉、有价值的实事。
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在组织编纂社会主义新方

志的同时，注意对包括旧志在内的各种地方历史文化的开

发与研究。在《天水市志》鳊纂工作告罄之际，又不失时机

地组织一枇学有专长的硕学才傻，努力拓展志书的涵养领
域，编撰地方志丛书，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地方志的内容，展

示了天水丰厚的历史文化蕴涵。祝愿地方志丛书顺利出版，
使广大读者能从历史文化的沃土中汲取精神养分，为天水

的经济，文化及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始终不移地努力奋斗。

二oo二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以志体排列为主体，述，记、志，传、图、表，录

等诸体并用。采用章节体、节下设条目。采用现代汉语规范文

体。

二、本志上限为道迹行为的最早发端，下限至2000年底。

三、本志记年遵从历史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历

史朝代年号纪年和民国纪年，括以对应的公元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用公元纪年。因本志中未有公元前的事

例，故志中公元纪年中省略“公元”字。

四、本志中涉及的地名沿用历史原称，括以对应的现名。对

天水历代区域名称，古用古名，今用今名。

五、为方便读者，对志中人物、地名、字号、难以理解的

字词及对某事的见解或叙述及资料解释等，在章节段落、页

末中分别加按语或注释。

六、本志引用资料以碑文方志为主，经采访、收集的材料

辅助碑石记载而应用。依古建筑重修多于始建记载的特点，对

有疑问的资料考证使用。

七、因碑石破损无法辨识的字和残缺的字一律用“口”表

示。残缺多于五字以上用括号“以下残缺××字”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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