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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的修成问世是积石山县各族人民

的一件大事，是积石山县文化建设史上一项巨大的科学成果和空前的文化建设

工程。翻开《积石山县志》，积石山县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

跃然纸上，历历在目。所以说，这是一部积石山县的百科全书，它全面系统地

记述积石山自古至今各行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和现状，为各级领导从实际出

发进行决策，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和客观依据。具有了解地情、宣传地方、教

育人民和为社会各界提供地情服务的独特作用。《积石山县志》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纵贯古今，横陈百科，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用

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记述自治县的历史与现状。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

败的教jJII；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又体现了思想性、资

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编、经济编、文化编、政治

编、民族宗教编、社会编、人物编、附录组成，约80万字。它是全体修志工

作者奉献给全县各族人民的利在当代、垂鉴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志书定稿

付梓之时，县志编委会嘱我作序，我的心情是欣慰和振奋的。

中华民族素有。盛世修志”的光荣传统，今天修志更是一件有利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大事，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需要。在四届县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县志编纂人员在条件艰苦、生活清

苦、工作辛苦的条件下，十余年不计名利，东奔西走，问故访今，披阕摘抄，

博纳史籍、档案资料。任劳任怨，默默笔耕，经四易篇目，六易其稿，遂撰成



序

书，其业可敬，其绩可贺，其功不可没。在此谨向编纂《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志》辛勤工作的编辑部的同志和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积石山自古至今，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县境内先后有诸羌、鲜卑、

吐谷浑、吐蕃、蒙古、汉、回、东乡、撒拉、保安、土等民族居住，在历史的
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现在是一个多民族自治

县，居住着保安、东乡、撒拉、汉、回、土等民族，保安族是自治县特有的民

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励精图治，奋发向上，使自

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希望全县各族人民以志为鉴，珍

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各民族平等、互敬、互爱、互助、和睦相处的

民族关系，牢固树立。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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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

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团结奋进，以豪迈的气概、雄健

的步伐，阔步迈向二十二一世纪，用我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建设出一个美

丽、富饶的积石山。

中共积石山县县委书记年仲华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厚·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历经艰辛。终于修成问世，这是

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积石山县是我的故乡，我作为积石山

人民的儿子，为积石山县第一部志书能在我的任期内刊行面世，感到无比欣慰

和高兴。

“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这

是古人对大禹冶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积石山奇伟山河的描绘和赞誉。地

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的积石山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马家窑文

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熠熠生辉，其中

在安集乡出土的一件彩陶瓮被誉为“彩陶之王”，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些

文化遗址和出土陶器表明，五千至七千年前，先民已经在这里从事农牧业生

产。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县境内置河关县。西晋永宁中置．晦津

县。西秦、北魏设治城县。西秦自金城迁都谭郊(刘集乡崔家)，后又二王至拖

罕。唐贞观十年(636年)置米川县。唐仪凤、天宦年间设安乡县、夙林县。

北宋设积石军，明代设银川驿和长宁驿。古丝绸之路乖-唐蕃古道横穿县境，临

津古渡、积石雄关，谭郊城、禹王庙、石佛寺、风林关曾盛极一对，声名不

凡。群众文化丰富多彩，“花儿”，宴席曲、酒曲、秧歌、财宝神．麻布戏等具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吮吸黄河母亲的乳

汁，以勤奋和智慧，历经沧桑，共同开拓创造了积石山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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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强，使全县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1 98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近二十年来，全县上下团结一致，振奋精神，艰苦奋

斗，励精图治，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呈现出一派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盛世修志，志

载盛世”，积石山县委、县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于1 986年设立县志编辑部，

开始了第二部县志的编纂工作。在县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全体编辑人员怀着

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怕苦，不怕

累，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名利，辛勤笔耕，殚精

竭虑，呕心沥血。经过近十二年的奋斗，四易篇目，六易其稿，《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终于编纂成书、定稿付梓，填补了积石山县无志书

的空白，为积石山县文化建设谱写了新的篇章。这是我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

事，是全体修志人员奉献给全县各族人民的一笔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宝贵精

神财富。我谨向县志编辑部的同志和所有支持、参与过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纵

贯古今，横陈百科，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客观如实地记述了我县的历史与现

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严谨，记述

科学，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

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堪称“一方古今之总揽?、。一县之全史”。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资政、存史、教化。是方志的

基本功能，为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和现实的决策依据，是编史修志的根本目的。我县县志的编纂成功必将对全县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进步、民族团结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殷切希望全县各族人民，尤其是各级干部要认真阅读《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志》，借鉴历史，研究现状，为振兴积石经济，为建设团结、富

裕、文明的新积石山县努力奋斗!

积石山县县长 陕成义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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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

问题，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区域内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不限，力溯古往，因

编而异；下限断止1988年底，个别部分为记事完整，稍有破限。

三、本志突出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努力体现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时代

特色。

四，本志篇目结构依事物性质实行大类分编，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社会、人物、附录构成，共10编、58章，1 97

节。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县内大事要事。各

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照片统一编排，图表插入各章节。全书以类系事，

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内容交错．穿插互见，此详彼略。篇目结构

的层次为编、章、节、目。

五、本志体裁采用志、记，传、图、表、录、考、照片综合体，以志为

主。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

之中。引用古籍原作的沿用文言文，除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均

用1 986年10月国家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常用标点符

号用法简表》为准。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以记事本末体。

．吁



凡例

，七，人物分传记、简介、表三个层次记载。传记人物遵。生不立传”通例。

立传、简介人物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同时也选录少数知

名的客籍人士、反面人物。功过并书、不作评价。排列上以生年为序。在世人

物的突出业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对革命烈士、英雄模范、知名人

物、民国军政人员等列入表内。

八、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通用年

号，再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

职官、’历代政权等称谓，均以当时的历史称谓为准。

九、志内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共和国”，“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

撒拉族自治县”简称。积石山县”或。自治县”。其它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

现时，一律用全称。如名称过长，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已经通行的简称，再出现

一般用简称。

十、各种数据，一般采用统计局统计资料。统计局缺的采用各部门年报、

总结等数字。由于积石山县是1 980年从临夏县划出的县，记述过去事物时数

字尽量以现行区划为主，有些数字难以分开时，仍采用原临夏县数字并在括号

内注明。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

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

用汉字；民国及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小

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数字；5位以上的数字用“万”做计量单位。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共和国成立前的以当时单位记载，必要的地方用

现行标准计量单位折算。共和国成立后的采用1 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轨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文献、州、县及邻近地、县档案、图书、报刊、

有关部门承写的分志及采访、信访、回忆录、社会调查等，经考证鉴别后使

用，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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