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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撰的平凉地方志·历史文化丛书《平凉文物》、 《平

凉名胜》、 《平凉人物》及《诗咏平凉》业己告竣，即将付梓。这套丛书，具有一定的史学含

量、文化品位和社会认可度，它的出版，对于充分反映平凉悠久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示平

凉独特而又丰富地域特色，以及借助历史文化品牌之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

要意义。

平凉，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芸萃的文华之地。早在203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片山

川沟摞相间、大小河流分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3000多年前，生活在泾河流域的周人先祖创造

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农耕文化，出现了"沃野千里，水草丰美，牛羊衔尾，群畜塞道"的田园画

卷，从而也开启了华夏农业文明的曙光。大量考古和史料证明，平凉是先民们在黄河中上游走

向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秦汉以降，由于这里一直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之西北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东段重

镇，且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士农工商无不发达，建府立州，安营驻军，素为朝廷

所倚重。特殊的人文结构和地理位置，使平凉曾经在传递民族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丝绸古道上中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千百年沧桑岁月的积淀和一代代人的创造与积累，熔铸了平凉悠远、

深厚的历史文化古老神奇的成纪文化、兼容并蓄的岭桐文化、瑰丽多彩的西王母文化、博大精

深的皇甫谧文化，它们领异标新、相映生辉，启迪着民族的心智，推动着历史的进程，极大地

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当我们撩去历史的烟云，不难发现，如何漫长的历史、厚重的文化，除了蕴藏并传承于人

的血脉精神而外，总会以一定数量的物质的形式留存在其演进的土地上，譬如文物，譬如古

迹。仅以文物而言，在平凉境内就有仰韶、齐家、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465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个，馆藏文物3万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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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件。其中泾川县大岭上距今约20万年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界确认为甘肃

之最早;出土于泾川泾明牛角沟距今5万年前的"泾川人比北京"山顶洞人"还早;静宁

治平古成纪遗址，是早于黄帝的人文初祖伏袁氏的降生地。特别是出土于泾川县大云寺的佛祖

舍利金银棺、灵台县的西周青铜器、玉质人佣和南宋货币银合子等文物，代表了中华民族在一

定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度，被誉为"中华文物之最"。

这些留有先民手泽、凝聚先人智慧、反映历史风貌的古代遗存和精美文物，涵盖了平凉历

史发展的各个时期，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很高的文化品位，是实物考古、史实佐证、艺术审

美、传统教育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人馈赠给我们的一笔不可再生的物质财富，更是一笔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

平凉，是一块山川雄秀、名胜众多的旅游胜境。横亘在大西北腹地的陇山山脉，是陇东黄

土高原和陇中黄土丘陵沟整区的分水岭，也是古代护卫陇山以东乃至关中广大地区的天然屏

障。沿陇山及其余脉这条雄浑奇特的，集地质、地貌、动植物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风景线，形

成了 100多处星罗棋布、独具特色的风景名胜。其中尤以中华道源圣地腔恫山、伏事是民诞生地

古成纪、西王母故里回中宫、西周祭灵第一台古灵台、秦皇祭天第一坛莲花台、国家级森林公

园云崖寺、陇东山水天然盆景龙泉寺等闻名遐淫，享誉海内外。

平凉的风景名胜正因为依托了这条天造地设的陇山，因而既有北方山势之雄，又兼南国山

色之秀。明代乡贤赵时春所称许的"山川形胜，甲于关塞可谓的论。特别是先后荣获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 "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和国家5A级旅游景

区的岭恫山，峰峦雄峙，山水一色，似鬼斧神工，烟笼雾锁，曲径通幽，如续纱仙境，不仅集

自然美、历史美、人文美、传说美于一身，而且拥有我国高海拔地区典型的丹霞地貌，自古就

有"西镇奇观"、 "西来第一山"之美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寺，代表着中国佛教石

窟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国家级森林公园云崖寺，林海浩瀚，山崖悬

空，融石窟艺术与天然美景于一体。还有泾川王母宫，崇信龙泉寺、李元谅寝宫，庄浪紫荆

山、陈家洞石窟、关山天池朝那漱，青争宁成纪文化城、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华亭莲花台、

石拱寺、双凤山公园，平凉太统森林公园、柳湖公园、龙隐寺，灵台县古灵台、皇甫谧陵园等

等，都是西部黄土高原人文生态旅游胜地的优秀代表作。

把这些像珍珠般散落在陇山两麓的景点串成项链，就形成了以"丝绸之路"为轴线，以七

大旅游区为支撑的平凉道源文化寻根之旅、人文生态观光之旅、绿色清凉休闲之旅、佛教艺术

溯源之旅、黄土风情体验之放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红色之放。面对如此壮丽的山川、独特的名

胜，我们除了对大自然造化之力的慨叹，还有对古人们创造之功的感恩，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我

们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平凉经济社会快速和谐发展的决心和力量。

平凉，是一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育人家园。诚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

理人文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群体个性，雄奇的陇山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灵动的泾水之滨每

每集文人骚客为群，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无疑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平凉籍的古代名人，且不说远古的人文初祖伏茶、女娟，也不说修炼于1应恫山的上古人物

广成子，更不说传说中的仙人、实则是母系氏族首领的西王母，仅在《二十四史》中立传者就

达53人，其中政治家27人、军事家18人、学者6人。被匈奴称为"飞将军"的西汉名将李广，

先后与匈奴作战70余次，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骏勇善战而闻名天下，他忠诚的报国之心、

凛然的大将风范、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毫不苟且的做人尊严，为后世的中国军人树立了高山仰止

的精神标尺。西晋时期的中华针灸学鼻祖皇甫谧，发奋读书，躬行实践，不仅为人类奉献了针

灸学的开山巨著《针灸甲乙经)) .而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都站到了时代的峰巅，与孔

子并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牛僧蕉，虽在高层

"朋党之争"的旋涡中沉浮达40余载，但清廉自持，行必厉己，并写下了被鲁迅称许为"唐传

奇中最为信赫的玄怪录)) .开一代风气之先。抗金名将吴王什、吴王进兄弟率领的吴家军，在

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毅然肩负起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与金兵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酷

烈战争，特别是著名的仙人关大战，重创敌军，保全蜀中，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成功

战例。还有同时期的中兴名将刘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顺昌一役，大败金兵，扭

转了宋金军事局势，成为肩负半壁江山安危的国之干城。被誉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明代著

名文学家赵时春. 14岁荣中举人. 18岁钦点翰林，不仅是罕有的早慧型少年才俊，更是犯颜直

i束的海臣、冲锋陷阵的将才和独步文坛的一代巨匠，为乡邦文化和中国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

章。被康熙皇帝称许为"实心任事、勤劳茂著"的清初名臣慕天颜，胸怀治国利民之志，一展

经邦济世之才，在军事供给、发展水利、整伤滑运、收复台湾等许多重大事件中功勋a:;著，成

为清初屈指可数的一代廉吏、能臣。这些文韬武略、彪炳史册的乡贤，其功、其德、其言，永

留天地之间，与 1应桐而比肩，伴泾水而长流。

是平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铸就了平凉人的精神气质，并进而造就了那些走出泾河，走

出黄土高原，走上恢弘壮阔的历史舞台的人们。或者说，是他们从平凉文化的深刻内涵中汲取

了灵气和营养，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更应该通过彰显先贤，挖掘历史文化，为

当今平凉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平凉，是一块秀外慧中、诗材丰厚的诗歌沃土。中国是诗的国度，钟灵毓秀的平凉当然也

不例外。从我国古老的诗歌源头《诗经》开始，平凉这块诗歌的沃土，曾经令历代众多的诗坛

精英们流连忘返，给他们以感官的冲击和心灵的碰撞，留下了泻珠迸玉般、在中国诗歌史上也

闪耀着绚丽光华的诗词佳作。

披读平凉历代诗词，跃入眼帘的是"初唐囚杰"之一卢照邻的沉雄慷慨、 "诗仙"李白的

雄浑飘逸、 "诗圣"杜甫的沉郁顿挫、 "七绝圣手"王昌龄的豪迈昂扬、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

的深蕴绵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奔放磊落、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英雄豪迈、

"陇上铁汉"安维峻的铺张扬厉，等等，群星耀眼，华章迭出，令人神往不己。特别是李白的

《赠张相铺》一诗，不仅叙述了"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的成纪李广后裔的身世，还以饱

满的豪情写下了"世传岭桐勇，气激金风壮"这样的诗句，使1应恫的神勇更加盛名远扬。杜甫



在《寄高三十五书记适》中也由衷地赞道主将收才子 . d应恫足凯歌。"令d应恫山下的一代

代平凉人为之感奋。李商隐写于泾川的《登安定城楼)) .是其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和晚唐诗

歌的抗鼎之作，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显著的地位。还有谭嗣同的《幢恫)) . 气势宏阐 ， 意象奇

崛，使名山平添了一股天地英雄气，成为历代咏d应恫诗词的压卷之作。

诗人们与平凉的绵绵不绝之惰，不仅成就了这方水土与诗歌的千年情缘，而且赋予了平凉

本土诗人以足够的营养，催生了他们的灵感火花，丰富了平凉的文化底蕴。与唐代著名诗人自

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过从甚密、多有诗文酬唱的牛僧帘，也钟情于诗歌创作，写下了《席

上赠刘梦得》等，被收入《全唐诗》。诗学李贺，尤以词闻名于世的牛跻，被誉为"花阐词

派"的重要词人之一，其婉约艳丽的词风受到了词学界的普遍关注 。 颇有儒将之风的吴扮，不

仅工书，而且擅长诗文之道，在戎马俊仰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了传世佳作。特别是一代才子赵时

春， 一生 中写下了许多优美华章，被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称许为 "文酋南富边，名高北斗

先成为平凉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清代以来，平凉涌现出了一大批在甘肃有影响的诗人，

特别是乾隆年闻的女诗人江瑞芝的出现，打破了关陇地区女性诗人长期沉寂的局面，被后世评

为"至性缠绵，韵成天籁，赋物颇工"。陇上著名诗人王源瀚著有《六戍诗草》六卷，被陇上

著名学者慕寿祺激赏为"浅鲜易知，殆香山之流亚"。清代末年的受庆龙曾壮游天山 ，写下了

《博达游记》诗集，被日本友人称赞为"慷慨悲歌之士"。

抒情为诗，放言为歌。当历史的风烟散尽，平凉呈现出盛世的蓝天碧水绿地之时 ， 我们会

发现崭新的平凉，原本就是一个诗意十足、韵味十足的诗的世界 。 无论是历代名家歌咏平凉的

诗词 ， 还是平凉籍文人的各类佳作，都让我们触景生惰 ， 除了 几许沧桑的感怀 ， 更多的却是对

这块土地深深的眷恋和敬重 。

平凉怀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留存于平凉大地上精美绝伦的文物、得天独厚的名胜、出

类拔萃的人物以及众口传颂的诗词歌赋，是自然和历史的馈赠，是平凉的魅力之所在，精神之

所在，更是平凉借以腾飞的基石。目前，在全市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加快建设"斗、康平

凉、和谐平凉、魅力平凉"的伟大实践中，编辑出版这套"平凉地方志 · 历史文化丛书对

于进一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特色文化名市，激发人们热爱平凉、建

设平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平凉、展示平凉、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加快平凉

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为序。

中共平凉时 …委会主J千

四凉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1i， ,t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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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祥地糊源 旧石器时代器物

地球上的生物发展到第四纪 7 终子导致了能改造自然和征服 自然的生物 人类

的出现。平凉境内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有十多处 7 早、中、晚各时期的线索都有。甘肃

目前己知的唯 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 没川大岭上发现的石怨 7 出土子第五层

亩土壤条带 e 一些文物工作者认为的与蓝图人同时 7 距今的60万年。还发现了距今的

5万年的晚期智人头盖骨化石。

远古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用石头打石头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把天然石块打制出

刃或失 7 周子砍研刮削和挖掘树木或食物 e 如石锤砍研器、刮削器 尖状器等@还有

把天然石块打琢成球形 7 便子抛挪用子狞猪的石球.这些似简单的工具伴随远古人类

度过了 数百多万年的漫长率年@

大砍砸楼
长Hcm宽lL8cm廖志 'cm

砍砸去§
长lL5cm 宽7.8cm ， 泾川县犬'令上出土.

大尖状击毒
长10.5cm 宽3cm" 泾川县犬'令上出土 .



平理文物 I PINGLIANG WENWU 

2 

砍砸器
长6.8cm，宽5cm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旧石器时代·

尖状器
长4.5 cm ，宽3.5cmo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

刮削器
长5cm ，宽4cmo 泾川县大岭上出土。这
件石器为淡红色石叶， 器身很薄、三
面有刃、非常锋利 O 与兰田人遗址出
土的一件同类器物极为相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旧石器时代

人类头盖骨化石
被人类学家定名为"泾川人" (晚期智人)。
泾川县泾明乡牛角沟出土，系20岁左右的青年
女性的遗骨，为省内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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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石复刃刮削器
长2cm，宽4cm，泾川县牛角沟出土。

旧石器时代·

复刃砍砸器
长9.2cm，宽8cmo 泾)I[县牛角沟出土。为半透
明的淡红色石英岩制成，通体经过打制和修整
只保留了f!ì:少一部分原砾石面，制作精美、选
材考究，反映了50000年前人类的智慧的
工艺水平。

脉石英砍研器
长llcm，宽10cmo 泾川县牛角沟出土。



·旧石器时代

姥石砍研稽
长12cm ， 宽13cmo 圣川县出土 。

石英岩复刃刮削器
长4.5cm，宽4cm。泾川县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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