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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尤兆忠

固原，历史悠久。早在战国秦惠文王时期(前337至前311)，就

设置乌氏县·汉继设朝那。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66)设置安定郡治

高平(今固原)。北魏名原州、平凉郡。唐以后久称原州(今固原)。历

史上它既是地区级行政区划，又是中原通往西北的要冲。宋时编修

的《安定图经》和元代《开城志》均已佚。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和清代

宣统时编修的《固原州志》，对上古记述有限，但甚为珍贵。这次编修

社会主义的《固原地区志》，是在新的盛世修志形势下，经修志人员

近十年奋斗，游历国史所记固原发生事件，汇集近现代修志资料，承

先启后，继往开来，以百十万言记述展现固原历史、现状的方方面

面，并经评审和反复修改，现正式出版面世。这无疑是本地区人民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对本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f

明建设的新奉献，我们共同庆贺：

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边关重镇·地处西安、兰州、银川的三角

交汇地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大门。素有“左控五原，右带兰会，

黄流绕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之称。境域六

盘山横亘南北，泾水、清水河发源于此。历史上人才辈出，文武兼备·

东汉时期的梁氏家族，威震朝野寸皇甫家族的针灸医术为民治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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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张氏家族建立了前凉割据政权。以后又有李

贤、曲端、董福祥等著名武将出现。民国时期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

义，反对国民党暴政，威武不屈。革命战争年代还涌现出赫光、孙寿

名、韩练成等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固原

地区百业从颓废中兴起，尤其是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春

风吹拂大地，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当此编史修志，借古鉴今，实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必须。在中央“编史修志，旨在资治"的思

想指导下，《固原地区志》编修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纵贯数千年历史，重点记述固原的近代历史，特别是固原地区行政

组建以来的历史情况，以资后人。他们广征博采，汇集了有关固原的

历史沿革、自然全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杰出人物等各方面的大

量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编纂成概

述、大事记、地理、政治、人民革命、经济、教科文、人物、社会等，基本

上概括了固原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变迁，述前世之兴衰，记当今之得

失，沉浮前人治理求索，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用血和汗换来的经验教训，对本地区“四

化”建设的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立志开发和建设固

原的同志们都可以从中通古今，观兴衰，知得失，受启迪，察未来，从

而更好地认识固原，建设固原，振兴固原。

固原贫瘠落后吗?回答这个问题要用辩证的观点。童山濯濯是

她的表面现象，经济落后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固原在历史上亦曾有

过灿烂的“谷稼殷积"、“牛羊衔尾”的篇章。在唐代它曾是全国最大

的军马场。元明时曾是军屯、民屯的基地。古代的六盘山松涛滚滚，

林海莽莽，到今天仍保存着数十万亩天然次生林。新中国成立后，历



40余载，回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谱写

了崭新的篇章，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贫困落后的面貌有了很

大改变。宝(鸡)中．(卫)铁路的贯通，将为本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固原各族人民的内在潜力和资源潜力，

将会得到更好地发挥。因此我们应当对振兴固原充满信心。当然，

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固原地区基础薄弱，制约因

素较多。但是，潜力巨大。只要我们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群策

群力，开拓进取，就一定能使固原大展宏图。《固原地区志》的出版，

可为我们了解固原实际，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把握规律，确定发展战

略，扬长避短，科学决策，办实事、求实效，起到资治作用。它的编纂

完成，得到各方面的协作帮助，是全体修志人员多年心血和智慧的

结晶。借鉴这部地区志，开拓前进，当是我们无愧之责。因此，我们

除了感谢修志人员的艰辛努力外，应当继前人之业绩，开创更加光

辉灿烂的未来。

1994年8月



凡 例

1．《固原地区志》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编修的第一代新方志。本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本志横排纵写，详近略远，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本地区的历

史和现状。全书设概述、大事记和地理、政治、人民革命、经济、教科

文、社会、人物七志及附录。志、传、表、录并列。

3．本志断限，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年。

4．本志纪年，新中国建立前，在朝代帝王和民国年号后加注公

元，新中国时期以公元纪年·

5．本志人物传，依“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人为主，选1990

年前逝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及重大影响者立传，以卒年先后为序，

除个别关系相连的家族及同一事件的人物联合立传外，其他为一人

一传。

6．本志文内引用数据，均用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统计部门没

有者，以业务部门提供的为准。 ·

7．附录文件为保留原貌，除摘要外，没有作文字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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