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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安县志》作为我县历史上的第一部方志，编纂问世了。这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成的硕果，是10万各族人

大喜事。

平安地处甘青要道，湟水之滨，厉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是

青海东部一块富饶美丽的地方。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5千年前，先民们

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古老而灿烂的河湟文化。汉初设县，浚

渠屯田，羌汉共兴；隋唐驿道，不绝驼铃；北宋佛殿，紫烟青云；明清驿

所，田畴牧野，湟柳薮荫，真乃生灵栖息之地也。1979年，海东行署与平

安县设立，此重要位置益彰，遂成为青海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和交通枢纽。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平安地区生产力低

下，经济落后，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诞生之后，揭开了平安历史的新纪元，各族人民当

家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政组

织和全县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促进发展，呈现出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人民

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焕发出更加生机勃勃的景象。

盛世修志，以作资政、存史、教化之需。1986年，县政府设立编纂机

构，开始筹备工作。1991年1月，抽调人员正式进入编纂阶段。数年来，

编纂人员不辞辛苦，广征博采，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终成其就。编纂中

得到省志编委会及有关专家指导、审订，使之日臻完善。

《平安县志》纪事始于周秦，迄止1990年。纵横数千年，资料翔实，

是研究平安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这将对我县今后的经济建设和

思想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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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享 二

一部地方志，是一地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我们

初到平安县任职，有幸赶上《平安县志》筹资印刷，予以全力支持，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平安是个待发展的理想县域。她位于海东腹地，群山环抱，资源丰富，

粮丰林茂，交通便利，是海东地委、行署所在地，是海东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平安建县虽短，但全县各族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团结

拼搏，使县域经济建设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态势。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县城为主体的城市化建设正在加快，一个新型

的、功能齐全的、发展水平较高的现代化城市，不久将展现在人们眼前。

平安县历史悠久，有瑰玮的文化遗产以资利用。在这块土地上，历史

给我们留下了汉朝大将军赵充国西征时屯田置县的遗迹；中国藏传佛教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削发皈依的夏宗古寺；历代兵家必争，几度烽烟

弥漫的小峡口；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诞生的故居⋯⋯。还有先民们留

下的众多古文化遗址，从那烧制精美的彩陶盆罐、秦砖汉瓦上，我们领略

到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生息息的壮丽业绩。

《平安县志》以翔实的资料，简约的文字，全面记述了平安的政治、经

济、文化、民族和人文景观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和辉煌的现实成就。史在于

借鉴，志在于重用。《平安县志》的出版发行，不仅对于推动今天的改革

开放，发展平安经济有重要作用，也是继往开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惠

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正值县志出版之际，承全县各界之愿，特作此序。’

中共平安县委书记 马忠孝

；攀翕譬墨 吴庆生
常务副县长

⋯⋯

1995年10月



凡 侈Ⅱ

一、本志由总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及附

录共9部分组成。采用编、章、节、目4级结构形式。

二、本志内容上溯自秦汉，下限至1990年。其中人物、附录中有关内容

下限至1993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使用现代汉语，引

文不作注释。

四、《大事记》为本志之经，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五、本志资料主要依据省、县档案资料和正式出版的史志文献资料，谱

牒和口碑资料经核实后亦予采用。

六、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选列对本地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

物立传，以卒年为序。
’

七、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之后均用公元纪年。农历记日一般用汉字数码，公历记日均用阿拉伯数码。

八、国号采用省略式，。中华民国"在行文中简写为“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行文中简写为“人民共和国"。

九、“解放"是指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平安地区。“新中

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本志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数据为准，个别质疑数字另作核定。

十一、计量单位一般用公制，因行文需要个别地方采用市制。’．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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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鼎六年(前111)，汉军进据湟水流域，平安地区纳入汉朝版图。汉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在今平安镇附近置安夷县，历经魏、晋两朝，北魏时

撤废，今平安地区为西都县辖地。隋开皇元年(581)属湟水县辖。唐至德二

年(757年)至大中五年(851)为吐蕃占据。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至崇

宁三年(1104)为河湟吐蕃响厮哕地方政权辖地。元属西宁州，明属西宁卫。

元、明两朝在今平安镇设平戎驿。

清末至民国时期，平安现辖区先后属西宁县及湟中县第二区。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平安地区。同月12日成立湟中县

第二区人民区公所。1960年4月至1962年4月，为西宁市平安区(县级)，后

又划归湟中县辖。1979年5月，成立平安县，隶属海东行署。

平安为羌戎故地。继两汉时汉人开始迁入平安地区后，魏、晋与隋唐时，

先后又有鲜卑、吐蕃等族迁入。元明时期，回族徙居，境内逐步形成以汉、回、

藏、蒙古、土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1949年，平安地区有5891户，39591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生

产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发展迅速。1990年普查统计，人口‘达到21199户，

102013人(男51895人；女50118人)i其中汉族78342人，占76．8％；回

族18122人，占17．76％；藏族4629人，占4．54％；土族535人，占0．52％；

蒙古族120人，占0．12％；其他少数民族265人，占0．26％。人口密度平均

为133人／平方公里。
_

先秦时期，平安地区的羌人以牧为业。西汉驻兵开始屯田，种植谷粟。迨

至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致使该地区生产发展极其缓慢，农业耕地稀

少，产量低，手工业方能铸铧制醋，商业仅有少量土布杂货。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

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回顾40年来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岁月峥嵘，道路崎岖，建设成就来之不易。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和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全面得到发展，经济建设突

飞猛进。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大跃进"

中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发挥，经济比例

失调，生产力受到挫折。1962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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