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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潭县志》在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历时五载；+四易
。

其稿，终于编修告竣，成书出版，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

．喜事·
L 7．。

、， ，、4，，’ ： ，

●

，
’

’

临潭古称洮州；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西晋．．
。

置洮阳县，为建县之始。隋开皇十一年改名为临潭县。”这块史称
”

“西控番戎，东蔽湟陇’’的战略要地，是西北汉藏聚合，‘农牧过渡，

东进西出，南联北往的重要门户。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既经历·
^÷

*

了峰火迭起、兵戎相见、金戈铁马、建置多变的纷繁岁月，又创造
‘

了民族融合、商贾云集、k经贸兴旺、『茶马互市的独特历史。
’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使这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黄土地得

到新生，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身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日益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广大群众解放思想，团结拼

搏，使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 青春活力，十四万各族人民以崭新的姿态沐浴着时代的春风，谱写

着经济、文化、。科技腾飞的新篇章：， ‘．： 一一、
’“

，

一

· 临潭地灵人杰。人文荟萃，代有名人；灿若群星。临潭还有颇

!·

：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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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盛名的人文景观。莲花山及其“花儿’’会名扬海内外；城关元宵

节“万人扯绳赛’’创群众性体育活动形式之最⋯⋯。六百多年前，
，

。

戎边将士、屯垦移民从江淮带来的先进文化，与临潭的风情融合，
二

，

。 形成了文明礼仪，使这里民风敦厚，’人民纯朴，向往进步，渴望光。 、i

，f
．‘ ．

? 明。1936年，临潭人民以满腔热情，迎接了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
_'

‘
p，

、。 成为甘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1943年，这块土地孕育了反
：

。

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农牧民大起义。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临潭
。

●

，

‘‘．人民尊师重教，兴学育人，发展科技，蔚然成风。，民间文化丰富多’
．

·
}

， ’’V彩，绚丽夺目，真可谓漫漫长史，光辉灿烂，一地风华，可咏可叹。
， _

’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临潭县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
二

●

年)编修出《洮洲卫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编修出
’

{ ： ．

’-。 《洮洲厅志》；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撰写出《临潭县志
。

。．

’

稿》，惜未出版成书。由于各种原因，以上志书均未能形成史实详
●

’

7尽、门类齐全、资料丰富、体例科学的地方志；现在，一部全面反
，

^●

‘

n 映临潭历史及现状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终于问世，确实值得拍手称
●

j贺。，j ．一 一 、。：+’～一．一。j。 一：。‘，，|t ．

’， ．
●

，

。
』

；《临潭县志》从编修到成书，凝结着全县人民、各级党政组织
¨

．’

。
-

一

!

‘。及出版印刷部门的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县志编纂人员，他们不畏暑

寒，四处奔波，呕心沥血，广征博采；‘精汇史料，沙里淘金，以科
5

’， 学严谨的态度，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史观透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 一

j
，‘

． 一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9-以良好的学识和敬业精神，深入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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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准确鉴别记述，最后撰写成这部140余万字的巨著，基本达到 、

了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字精炼，集思想性、科学性、
-

．知识性、艺术性为一体，不愧为临潭的百科全书。

《临潭县志》是临潭县文化建设的空前成果，它生动地再现了

全县各族人民生产斗争与革命斗争的历史轨迹，充分记述了临潭人
● ，

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创的伟大业绩，全面展示了临潭县独特的地

方风貌和民族特色，是临潭人认识历史、把握现在、开创未来的教 一

科书，它必将起到良好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巨大作用，也一 ，

定会成为四方宾朋了解临潭，投身临潭未来事业的得力向导。

：

值此书成付印之际；编委会命我作序，本人才疏笔拙，署务繁

忙，对地方史志研究甚少，实难遵命，但抚读志稿，感悟颇深，盛

情难却i谨简笔如上，权且代序复命。
：

最后，我谨向全体编纂人员及所有为修志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二。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衷心祝愿临潭人民在新的历史时

期，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以崭新的姿态跨入
、

， 21世纪，谱写新的篇章。“，．
‘ ⋯ ”‘ ’

。。

、

． 中共临潭县委书记．．≥0孝巩
；‘ _． ，，一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

?Q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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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前的临潭县历史，在《洮洲卫志》、《洮洲厅志》中虽有
·

记载，但因时代所限，均有失误和偏颇，且失之过简。民国期间，

县长聂迥凡曾张罗修志，却因当时政治混乱，财物匮乏，只写成半

部《临潭县志》手稿，终未出版成书。时逢盛世，“盛世修志"，今
^

。

天，临潭县修成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特此．二

谨向所有参与编写县志的人员及总纂合成的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一
．

《

《临潭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用辩证唯物主义 ，

●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体例，如实地
7

．： ，

从各方面对临潭作了精当的记述，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临潭县数

千年的兴衰演变过程。它以爱国主义、民族团结为主弦律，用流畅

的语言，准确的数据，将临潭的历史和现状、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 ．*

’

和劣势及所面临的形势展示给读者，从而增强临潭县各族人民热爱 、

7． 临潭、振兴临潭的信心和决心，使他们树立起更加远大的理想，为 一

临潭的繁荣昌盛，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迈出更为坚定的步伐。
，

’ 临潭，是我的家乡。她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山川锦绣、地灵 ．．!

、

人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孕育地之一。远古时期，洮洲气候湿润，
●

．

一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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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丰盛，河流纵横，是我国远古戎、羌的主要聚居地和农牧业发

祥地之一。元明以来，中原同边疆兄弟民族的“茶马互市’’在当时

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徙民实边、发展军屯、
，

民垦，促进了洮洲由畜牧业向农耕的转变；万里长城在洮洲西境的

修筑及“洮阳西道’’等“丝绸辅道"的开通，对于洮洲的政治安定
1

●

和经济发展均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临潭县开发较早，并对我国古代

的政治、军事、交通、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临潭深居

内陆，山大沟深，自然条件较差，有“十年九灾’’之说，干旱、冰

雹、霜冻、阴寒等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生产力水平低，
．

一

人民生活艰苦。加之历代统治阶级有意挑起民族矛盾；使临潭历史

上战争频繁，争斗激烈，每次战争都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致

使临潭经济、文化、交通一直比较落后：1 949年临潭解放后，各族

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和社

会主义各项事业均有巨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

在改革中前进，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由于地理、历史：社会、经济等诸多因

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比较缓慢，部分乡村的群众仍处于贫

困之中。 ，。。

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今天，进一

步开发临潭、建设临潭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编修《临潭县志》，旨在让广大读者了解临潭的过去和现在，从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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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启迪，获得自信，增强自尊，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聪

明才智投入到建设新临潭这一宏伟事业中来，为把临潭建设成一个

百业兴旺、人民幸福、面貌崭新的地区而作出新的贡献。愿这部社

会主义新方志充分发挥出“资治、存史、教化"的巨大作用。
一 二

’

临潭县县长毒v!’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的社会

主。书

层建筑

事记、

四

体集中

五、人物遵照“生不立传一的原则，对已故知名人物立传、简介记载；对

各类在世知名人物分别在人物简介、人物表或其它卷酌情记载。以本籍人物为

主、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在世简介人物基

本上以生年为序。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文字表述一律采用语体文和国家统一公布

的简化汉字。引文使用原文，文言文不作注释。

七、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沿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历史地名、历代政权、官职多用当时的称谓。书中“建国前静、

“建国后一的时间以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界。， t．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前沿用历代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后采用国家

公布的《计量法》规定之计量单位。

九，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使用阿拉伯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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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之几一般用阿拉伯字；旧

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字。

2≥



·2· 凡 例

十、资料来源、数据，主要采用部门提供的数字和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史实主要来自部门专业志及省州县档案馆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报刊及有

关人士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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