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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西宁，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高原城市。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
‘

论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还是民族素质、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循序渐进，不断改造，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不

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 。

据考古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分布有2500至5000年前的马家

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从而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先民

们就在西宁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耕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战

国初年，被秦国掠为奴隶的羌人爰剑逃离秦国后来到河湟地区，将

他在秦国学到的先进的农牧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在羌人中广为传播，

推进了河湟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

西汉武帝元狞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廷派遣骠骑将军霍去

病击败匈奴右部，收复了河西走廊，恢复了中西交通，汉朝的势力

进入湟水流域。元鼎六年(前116年)西汉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

为率军进入湟水流域，同年设护羌校尉管理羌人事宜。大约在此期

间，在今西宁市境设西平亭。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

充国率兵到河湟地区进行屯兵屯田，并设临羌县，河湟地区正式纳

入西汉版图。东汉时，河湟地区羌汉战争频繁，为了控制和发展湟

水流域，遂于建安十年(205年)，分金城郡置西平郡，设西都县

(今西宁市)为西平郡治。东晋十六国时期，后凉一度改西平郡为西

河郡。公元399—402年南凉秃发利鹿孤迁都西平(今西宁市)建立

地方割据政权。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改西平郡为鄯善镇，孝’

昌二年(526年)．改鄯善镇为鄯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鄯

州为西平郡治湟水县(今乐都县)，今西宁属湟水县。唐仪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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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宁市志·大事记

(678年)设鄯城县(治今西宁东郊)，上元以后，鄯州被吐蕃占据。

宋初，吐蕃王系后裔响厮口罗在河湟地区建立了嘀厮哆地方政权，以

鄯州为青唐城(今西宁市)。崇宁三年(1 104年)，宋兵进入湟水流

域，改鄯州为西宁州，自此，西宁地名沿用至今。蒙古帝国占领西

宁后，即设西宁州，为元甘肃行省所辖七路二州之一。明洪武六年

(1 373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隶属于陕西都指挥使司。清顺治二年

(1645)，清军进入青海，雍正三年(1 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

西宁县为府治。中华民国建立后，二年(1913年)废西宁府，留西

宁道。辖西宁等七县和玉树、都兰二理事。今西宁是道署所在地。十

六年(1927年)裁撤西宁道，改设西宁行政区长官，属甘肃行省。十

八年(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以西宁县为省治。二十五年(1946

年)6月11日西宁改县为市，定为青海省省会。1949年9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高原古城，8日，正式成立西宁市人民政

府。

西宁在漫长的岁月里，秦以前属于“羌戎之地”，自汉代开始对

河湟地区的经营，到四世纪末，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绸南路"交

通孔道的开通，7世纪以后连通中原和边疆以西宁为重要通衢的唐

蕃古道的形成，后以日月山为界，唐与吐蕃互市贸易，西宁逐步成

为商品集散地。到11世纪中期，响厮哆宗喀地方政权的建立，西宁

逐渐成为中原通达西部边地的枢纽。凡此，都推动了西宁经济文化

的发展。明代以后，西宁逐步形成城市的格局。但由于封建统治者

的闭关自守，加之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制约，交通闭塞，致使经

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极为缓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5年中，经过开发和建设，使这座高

原古城崛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开拓，逐步形成为青海政治、经

济、科学、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道路

总是不平坦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历经沧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它有直有曲，有坦途也有坎坷。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



前 言 3

“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犯有“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的

历史性错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

域，甚至在思想领域；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不过，历史总是在向

前发展的，“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西宁市尽管

在3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过错误和曲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从西宁的实际出发，遵循中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郑重而严肃地修正了“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错误，历史又重新跨出了新的一步。

基于以上认识，为了对西宁千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的历史和现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

为历史史实而编入史册，留给后人以“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

失"，推动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健康发展。历经五个春秋，编写了

这部《大事记》。我们深切地期望，它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思考，

总结和研究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为建设西宁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进一步了解市情，掌握市情，研究市情，并提醒我们该坚持什么，反

对什么，该发扬什么，抑制什么，能够有一个比较客观实在的考虑。

本《大事记》在编纂时，坚持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了

历史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取材上，力求全面，．严格忠于

事实，大事必录，要事不漏，对例事例会则择其重点而记之。在记

述上，记其最早的，有重大影响的。同时，为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西宁市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绩，按照五年建设计划在每一个

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附记了人口、农业、工业、基本建设、商业、

文科等几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在写法上，提纲挈领，记

事之本末，表事物之因果。根据以上原则，凡行政区划的变更，，重

要机构的设置，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重要法规的颁布和实施，重

大会议的召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重大的外

事活动和重要人物的活动，重大的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以及重大



4 西宁市志·大事记
。

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变化，重要文物古迹的发掘、发现等等，均收入

本《大事记》。同时，为了增强对一些反映西宁历史和现状的直观感，

我们收集了43幅有价值的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照片，插编在各有关

·，条目之中。在记述形式上，考虑到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为了检索方

便，以时间查史实，按朝代进行分排，对解放后的专设了“解放时

期”的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则按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分排。

在纪年上，采用了公元纪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历史·

时期的纪年，在公元纪年之后括注了朝代纪年。西宁历史上的地名

变化也比较大，在编写时仍书以原地名，括注了今地名。有些名称，

凡能够简称而又不会引起歧义的地方，均使用了简称。在记述时限

上，按照《西宁市志》总的设计要求，上限记到事情的发端，下限

为1985年1 2月底。

本《大事记》共收录条目2380余条，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有171 0余条，占总条目的72％。所采用的资料，均出自于国

家档案馆、图书馆的档案、资料和文史资料、图书报刊资料，以及

《通志》、《二十五史》、《西宁府新志》和《西宁府续志》等历史文献

资料。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遗漏，但史实是可信的。所以，从

全书来看，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从纵的方面展示了全部历史发展

的轨迹，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可读性。我们期望它能够经得起历史

的考验，并作为历史之鉴，长存于世。

编 者

1992年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西宁市志》凡例

．一、《西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宁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了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
‘

二、全志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专业为主体，类为一志，分

类编纂，由总述、大事记和52卷专业分志及附录组成。

三、全志各分志统一采用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标题

均以事命名。做到准确简明，结构合理，科学分类，，归属得当。

四、全志详今略古，古今贯通，当代为主。年代断限，上限不

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城区志则下限断至1986

年。

五、全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为反映历史地

理沿革，间有例外。

六、全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各分志以志为

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著述体。除引用有特定

含义的古籍原文用繁体字外，其余一律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七、志内纪年，历史朝代，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通用公元纪年，地名、人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均

以原称谓为准。

八、全志资料均来自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及经核实的调查材

料，翔实可靠。



九、各类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有使用各有

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各类数字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十、本志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历史资料涉及的度量衡单位沿

用原单位记载，必要的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外，建国后的一

律采用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大事记的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十二、人物志分传、简介、表、录四个部分。立传人物遵循

“生不立传"通例。不论本籍或客籍，凡对西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

的已故人物均作传列入本志。立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正面人物

为主，以卒年为序排列。历代职官、革命领导干部以及正式命名的

革命烈士、市级以上英雄模范人物、历代科举人物、科学技术人员、

能工巧匠分别列入表录。

十三、全志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

十四、本志采用多卷本分册成书，统一封面，统一装帧，统一

序列。各分志有相对的独立性。

十五、志书中所说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5日西

宁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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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计量志

第二十一卷 中国共产党志

第二十二卷 民主党派志

第二十三卷群众团体志

第二十四卷人民代表大会志

第二十五卷人民政府志

第二十六卷政治协商会议志

第二十七卷监察志

第二十八卷公安志

第二十九卷检察志

第三十卷 审判志

第三十一卷司法志

第三十二卷军事志

第i十三卷人事志

第三lj!马卷劳动志

第三十五卷教育志 ，

第三十六卷科学技术志

第三十七卷文化志

第三十八卷文物古迹志

第三十九卷档案志

第四十卷 卫生志

第四十一卷体育志

第四十二卷民政志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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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卷

第四十四卷

第四十五卷

第四十六卷

第四十七卷

第四十八卷

信访志

民族宗教志

风俗志

方言谚语志

人物志

城中区志

第四十九卷

第五十卷

第五十一卷

第五十二卷

第五十三卷

城东区志

城西区志

城北区志

大通县志

附录



西宁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不断发展

的道路。在漫长的岁月里，曾出现过盛兴的时期，也有过历史的低

谷。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加之地理、．自然条件的

限制，西宁的经济，直到西宁解放前夕，仍处在落后的状态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中，西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

是应当肯定的。然而，道路并不是平坦的。1958年后，在“左”的

思想影响下，曾一度出现了“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文化大

革命"等一些历史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

们在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中，思想得到

了解放，明确了方向，彻底纠正了“左”的错误，把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引向了正确的轨道。
’

“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历史的借鉴当为人们所重

视。鉴于此，我们历经十个春秋的努力，编写了这部《大事记》，记

述了西宁这座高原古城上起公元前443年的战国时期，下至1985

年12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自然地理、地方政权、行政区划、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民

族宗教以及自然灾害、生态变化、名胜古迹等诸方面的大事、要事，

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西宁千百年来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记载了

自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到1985年36年中的新情况、新变化、

新成就，它具有广泛而实在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



这部《大事记》的编写，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忠于事

实，没有虚美，没有掩过，客观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规迹。并遵

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纵贯

西宁历史事实，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严谨的、朴实的、科学

的态度记述了西宁市各项事业发展的深刻变化和成就，选题精

湛，内容丰富，事实可信。

历经十数载的编纂，这部《大事记》终于面世了。我们希望

它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历史的思考，正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

训，客观地评价过去的得失，鉴古知今，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防

止和避免重蹈历史错误的覆辙，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认为，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的目的，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提高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

认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

实事求是地推动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荣昌盛。

本《太事记》因内容广泛，时间跨度长，又因历史资料短缺，

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所限，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

西宁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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