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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张津梁

天水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天水市志》历十数年艰辛，付梓问

世了!这是我市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天水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大地湾遗址发

掘证明，早在7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

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史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出生地就在这里，因而被

称为“羲皇故里”，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天水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孕育、崛起之地，是中国历

史上建立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最早的地方之一。远在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

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县份鄯县、冀县。随后，天水设州置郡，成为历史上

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军政、贸易、交通中心之一。1949年8月，天

水解放，先后设天水分区、天水区、天水专区、天水地区。1985年7月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天水地区建制，实行市管县体制，进入中等城市行列。

在历史长河中，天水人民饱尝了横征暴敛之苦，备受战乱之灾。新中国

建立后，天水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励精图治，经过几

十年的不懈奋斗，天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全市政治、经济、社会等

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天水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

生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新景象。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史上，天水修志有据可考

者达数十次之多。散见于典籍征引者有：南朝《秦州记》以及宋朝的《秦州

图经》、《天水志》等，但均佚失。现保存较完整的有顺治十三年(1656年)

成书的《秦州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成书的《秦州志》、乾隆二十

九年(1764年)成书的《直隶秦州新志》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年)成书

的《秦州直隶州新志》、民国23年(1934年)成书的《秦州直隶州新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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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这些旧志，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有许多不完善甚至谬误之处，但

毕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1959年，

天水也曾组织过修志，但因当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夭折。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百废俱兴，政通人和，才真正形成了“盛世修

志”的大好局面。1985年正式成立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后，政府

在健全组织机构、充实编辑力量、进行业务培训、开展社会调查、征集史地

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志难，修名城志更难。自天水市实行市管县体

制以来，参加编纂市志的同志，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筚

路蓝缕，群体攻关，既循前入良规，亦从今人善议，结合古今，尊重史实，

终于完成了一部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伟大时代风貌的传世之作。

通观全志，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今古皆笔，明

古详今。它以可资征信的丰富资料，用新的理念、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审

视历史，分析现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纳市情于一志，对我市的自然环

境、风俗民情、城乡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文物古迹、人文景观等都

作了全面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新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市志记载的重点。同时，对

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失误和教训，市志也作了实事求是

的记述，新志的成功编纂，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所有编纂者集体智慧的结

晶，又是社会方方面面关心编纂工作的有识之士建言献策、鼎力相助的结

果。当此第一部新方志问世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为之负出辛勤劳动的修志人员，致以深切的敬

意!

新编《天水市志》是一部资料性的地情实录和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它的

编成，无论对天水的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

天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天水将发挥优

势、突出重点、发展特色，坚持工业强市、农业稳市、旅游富市、科教兴

市，努力建设甘肃乃至西部地区制造业基地城市、农林产品加工基地城市、

旅游重点城市和现代物流区域中心城市，天水将以西陇海兰新线上东接西

联、特色鲜明的大城市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责任重

大，温故知新，巨笔常青。我热忱希望社会主义天水新方志不辱使命，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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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当好忠实的历史记录和历

史见证。也希望社会各界及广大干部群众以志为据，重视、支持修志事业，

发挥、利用好新志作用，更好地了解天水、热爱天水、建设天水，为“羲皇

故里”焕发勃勃青春而共同努力。

(张津梁，中共天水市委书记)

二O O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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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霍松林

新编《天水市志》，在党政领导下经过全体编修人员历经十余年的辛勤

劳作，终于定稿付梓，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天水是历史文化名城，今天水市所辖的二区五县，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

据大量的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天水是“羲皇故里”。伏羲氏在这里画

八卦、制嫁娶、创文字、兴音乐，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被后人赞为

“人文始祖”。据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各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天

水各区县。其中大地湾遗址考古上限年代距今约7350。7800年，比西安半

坡遗址早1000年左右。在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遗址中，文化层厚度平

均在2米以上，已发掘出房址241座，灰坑灰穴378个，墓葬76座，窑址

35个，出土各类文物8000多件，其中有绚丽的彩陶、精良的工具、古雅的

雕塑和别致的装饰品。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标本——炭

化稷和油菜籽，最早的彩陶和古文字鼻祖——彩绘符号，最早的地画和最大

的原始房址。这一切，充分说明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华夏民族的祖先便

在天水一带生息繁衍，创造了远古文明；这一切，也为天水是伏羲文化的摇

篮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而

天水，则是秦的发祥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非子在天水为

周王朝牧马有功，周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邑(今张家川县城

南)是秦的最早都邑，此后的秦州、秦城等名称，即由此而来。近年在北道

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秦简、木板地图和秦纸、大大提前了简书、地图和造纸术

的历史，表明秦的祖先在天水一带已创造了灿烂文化。

汉代以来，天水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上的重镇，是西域经济文化

-9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汇点，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相继出现了麦积山石窟、

水帘洞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特别是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的麦积山石窟文化



的杰出历史人物而言，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弟子石作蜀、秦国名将李信、汉初

功臣纪信，西汉名将李广、段会宗和军事家赵充国，西汉末年“名震西州”

的隗嚣，东汉文学家赵壹，三国名将姜维，十六国时期前秦王朝的开创者苻

坚，与苻坚同时的小说家王嘉，后凉创建者吕光，隋代名将王仁恭，大唐帝

国的开创者李渊、李世民，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文学家兼政治家权德舆、文

学家兼哲学家李翱、军事家兼政治家赵昌，五代时期的大诗人王仁裕，宋代

的政治家尹崇珂，明代的著名诗人兼书法家胡缵宗、父子乡贤胡来缙、胡忻

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做出过贡献。直至清末、民国初，任其昌、王

权、安维峻、任承允诸家，都品学兼优，著述宏富，或教授乡里，或主持京

师大学堂，造就了无数英才。流风余韵，至新时期而发扬光大，天水文风之

盛，为举世所瞩目。

天水，人杰地灵，很早就有地方志性质的著作问世。如南朝刘宋郭仲产

的《秦州记》，清代仇兆鳌注杜甫秦州诗，犹多处引用，可惜今已失传。明

清时期修州志六部：明嘉靖三十七年《秦州志》30卷，胡缵宗纂(已佚)；

清顺治十三年《秦州志》13卷，宋琬主修，王一经纂，现存残本3卷，藏

甘肃省图书馆；清康熙二十六年《秦州志》，不分卷，赵世德纂，藏北京图

书馆，甘肃省图书馆藏胶卷；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12卷，胡钱、

陶奕曾纂，现存；清光绪十五年《秦州直隶州新志》24卷，王权、任其昌

纂，现存；民国23年《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任承允纂，现存。

明清时期的秦州，辖地较广，但大部分地区与今天水市辖地相同，故上

述州志，仍可供编写《天水市志》参考。至于市属区县原有的各种方志(如

《天水县志》、《秦安县志》等)，所存史料相当丰富，也值得修市志者取材。

《天水市志》翔实地记述了天水市所辖地区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现实，扬

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精审、结构严密的新型志

书。其记述历史的部分，吸取了旧志的有关资料，但也有取有舍，有考证、

有补充，有开拓；记述现状的部分，则来自周密调查和精心研究。就全书整

体而言，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新，与旧志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旧志用

门目体，门目简单，而且各自孤立，很难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在联系及其层次

性和序列性；新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编、章、节、目相互领属的关系

Q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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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排竖写，主线分明，层次清晰，线、面、点有机结合，能够反映历史与现

状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二)旧志重人文，轻经济，且有宣扬贞节、迷

信的封建糟粕；新志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寓褒贬于记述，展现了社

会前进的曲折历程和脱贫致富、奔赴小康的真实图景。(三)旧志文体单一，

结构松散；新志则由述、志、记、传、图、表、录七大块构成，诸体并用，

图文并茂，而以志为主脑，统摄全书。

《天水市志》共计300多万字，体大思精，广收博采，从自然到社会，

从政治到经济，从科技到文教，从人口到人物，举凡政权、政法、军事、党

派、工业、农业、城建、商贸、金融、交通、邮电、行政建置、经济管理、

医药卫生、区域地理、历史文化、文艺体育等等，应有尽有，巨细无遗，做

到了横不缺项、竖不断线。就时间而言，兼包古今而略古详今；就空间而

言，全面记述而突出重点。纵览全志，我认为有几个优点值得着重指出：

一、突出地体现天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伏羲氏为代表的先民们

以其开创性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天水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和

创造了伏羲文化，对人类生殖进化，对龙文化的嬗变，对儒家、道家思想体

系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整个华夏文化的广泛领域，都

有深刻影响。《市志》突出地记述了伏羲文化，并以此为主线，记述了大地

湾文化遗存和画卦台、伏羲庙等处的《易》文化遗存，同时浓笔重彩记述了

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三国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等特色文化；还记述

了天水的古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麦积山石窟及其佛教文化、馆藏文物；记

述了天水籍贯的和宦游天水、流寓天水的历史人物在发扬天水文化方面做出

的种种业绩，从而展现了天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这对于弘扬天水

的历史文化、并把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教化人民，提高其自豪感与

开创意识，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并以文化交流带动经贸科

技交流，也有重要作用。

二、突出地体现地方特色。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

说过：“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江浙人说到苏杭，认为是风景优美、生产

富饶、人物秀丽的地方。”这几句话说明了天水的地方特色，但并不全面。

《天水市志》则全面地体现了天水的地方特色。就其重要者而言：

第一、突出地记述了天水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副业、林业、矿藏。天水

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兼有南北之长。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

沃，水利资源丰富，适于农作物、经济作物生长。其农副土特产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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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优异，不仅蜚声国内，有的还走俏海外市场。天水境内森林覆盖率高达

26．15％，远远超过12．95％的全国水平和6．9％的全省水平。小陇山林区千

峰叠翠，万壑披绿，林海汪洋无际。林区拥有南北种子植物1600多种；盛

产各种名贵药材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已探明的金、铜、铅、锌和大理石等，

蕴藏丰富，更为天水优越的自然环境增加了新的魅力。在许多外地人的想象

中，天水地处西北，到处是荒山秃岭，严寒干旱，一片荒凉。《市志》如实

地记述了天水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消除误解，提高天水在国内外的吸引

力和知名度。

第二、突出地展示了天水在旅游业中的特殊优势。天水林泉幽邃，风景

秀丽，以麦积山为中心，包括仙人崖、石门、曲溪、麦积山植物园在内的麦

积山风景区，奇峰飞瀑，碧溪流云，古木参天，异卉铺地，是1982年国务

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天水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

境内现存的国家级、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余处，星罗棋布，蔚为壮

观。其中的麦积山石窟，是全国四大石窟之一。山为石质，上大下小，状似

农家麦垛，于松桧蔽日、岩壑竞秀处拔地而起，高插云表，悬崖置屋，绝壁

凿窟，沿栈道盘旋而上，如行空际。现存194个窟龛中保留的7200余尊雕

塑和1300多平方米壁画，荟萃了从后秦到明清十多个朝代的艺术珍品，尤

以北朝洞窟之多和雕塑之精居全国之首而著称于世。雕塑有石雕和泥塑两

类，而以泥塑为主，这是不同于敦煌、云冈和龙门的突出特点。石雕、泥雕

各有无数精品，泥塑水平尤高，多系北魏时期的作品。佛、菩萨和不同年龄

的弟子，体态端庄，神情秀丽，静中欲动，栩栩欲活，令游人瞻仰赞叹，留

连忘返。《市志》详述了天水的旅游资源，并把麦积山独刊一编，浓墨重彩，

绘形传神，对于天水的旅游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以突出地位介绍天水的名优特产和工艺产品。天水是著名的瓜果

之乡，特别是“花牛苹果”，早在50年代即被国家外贸局选送香港展销，一

上市便以色型俱佳、汁多味美而走红国际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化，

栽培面积将近50万亩。同时天水雕漆等工艺品久负盛名，60年代以来，一

直是工业部和甘肃省优质工艺产品，享有外贸出口免检信誉，畅销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市志》着重介绍这类产品，对于进一步扩大生产、提高质量、

开拓市场，都有积极意义。

第四、突出工业生产优势，天水是甘肃省主要的工业基地。电子仪表、

机械制造、轻纺、食品四大行业，是天水工业的支柱，其中的电子、电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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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尤有雄厚的实力。全市电子企业近50家，有的电子工业产品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并打入国际市场；电器企业40多家，一些产品接近国外先进水

平，行销海外。1988年，天水被列入全国十大电子工业城市。天水的轻纺

已经形成以绒线、棉纺、地毯、丝毯为主，毛、棉、印、染、针织配套发展

的工业体系。其中的地毯、丝毯，畅销国内外。《市志》突出体现天水电子、

电器产品的优势，有助于扬长补短，既向全国十大电子工业城市的前列进

军，又带动其他工业生产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打入国际市场。

三、突出地体现时代特点。鉴古为了知今，继往为了开来。《市志》在

简要地追溯历史的基础上面向当代，突出地记述了建国以来天水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尤其突出地记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天水各行各业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

天水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社会总产值、国

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四项指标，比1978年增长均在3倍以上。

区域性结构，正由传统农业型向工业主导型过渡；城乡人民生活，正由温饱

型向小康型过渡。第一个“翻番”战略目标已经基本上实现，经济结构趋向

合理。全市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40亿元，较1985年增长38．54％；

入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98元，较“六五”末期的405元净增293元。农村

经济全面发展，其标志：一是乡镇企业已成为全市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1990年达到30066个，总产值达到7．63亿元，实现利税6796万元，上交利

税2600万元；二是推广科学种田新技术，1990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72．58

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达到281．7公斤；三是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四是

农村经济形成新格局，除农、林、牧、副、渔业充分发展以外，农村工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都欣欣向荣，日新月异，其在农村社会总

产值中的比重，分别达到21．13％、4．71％、6．11％和10．17％；流通领域呈

现出全民、集体、个体经营业竞相发展的多元化结构。1990年商业机构达

到1．82万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9．48亿元，个体商业达到1．44万个；

城乡居民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就业人员增多，工资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不

断增长。总之，经过这十多年的经济大发展，全市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真

正摆脱了贫困，温饱无虞，小康在望，整个社会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喜人景

象。《市志》在简要追溯历史的基础上，面向当代，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建

国40年来的兴衰起伏，突出地记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水经济的蓬勃发

展及其辉煌成就，有助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扬成绩，建设现代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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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

四、突出地展现了天水良好的投资环境。天水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早在

汉唐时期，便是客商云集的物资集散地，商货贸易十分繁荣。1985年，天

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城市，加快了

改革开放的步伐。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从政策、交通、通讯、城建、

旅游、文化活动等许多方面优化对外开放的环境。近年来，天水的交通事业

和邮电通讯事业发展异常迅速。公路四通八达，陇海线天水至宝鸡和天水至

兰州电气化铁路已全程通车。天水铁路交通，已汇入新亚欧大陆桥的国际交

通网络。全市电话，已进入全国长途自动交换网和国际自动电话网。各区县

电报业务，已进入甘肃省电报自动交换网，用户电报，可直达国际电报交换

网。加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已形成良好

的投资环境。《市志》从各方面展现天水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增强天水的

吸引力和辐射力，促进天水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更快地走向世界，有重要

作用。

《天水市志》展现了历史和现状的宏伟画卷，奏响了以伏羲为代表的先

民及其后裔艰苦创业的雄壮乐曲。一册在手，可以鉴古、察今，为各级领导

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可以激励今人，启迪后昆，为建设文明昌盛的新天水

开拓进取，大展鸿图。

《天水市志》的问世，是天水人民的一大喜事，也是海内外伏羲后裔、

炎黄子孙的一大喜事。喜事在前，作为“羲皇故里”的游子，怎能不放声高

歌、热情祝贺!市志办的乡亲函嘱作序，因而写了这篇读后感。既有序，也

是我的歌词和贺词。

2001年初冬写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霍松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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