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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我们怀着收获的喜悦，将《临夏市志》奉献给广大读者。 。、 ．

临夏¨古称河州，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必经要道，也是古茶马互市地

之一，素有西北旱码头之称。而临夏市作为州府所在地，是自治州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历史悠久，名扬陇上。市境南北山对峙，大夏河横贯全境，

是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片沃土，早在五千多年前，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

繁衍生息。元明之后，回、汉等各族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共同开发、

建设这片热土。1950年从临夏县析出新建临夏市，全市人民意气风发，投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苦创业，开拓前进，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开放，迎来了临夏的振兴对期，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作为内地对

外开放的小城市，正以崭新的风貌，为国内外所广泛关注。

临夏自明以来，虽有以邑为主体记载的州、县志5部，但其中有不果而

终者，亦有残缺不全作草本者，且详略不一，缺漏谬误颇多，但它毕竟是地

方文化的进步，保存了绝无仅有的珍贵历史资料，为本次修志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史料。《临夏市志》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

记录了我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立足当代，侧重近代，追溯古代，贯



通古今，展示了临夏市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历

程，再现了全市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

折道路及巨大成就，揭示了人心向背决定政治兴亡的历史发展规律，全志贯

穿一个主题：各族人民是本地历史的创造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临夏市振兴之路。 ·。

《临夏市志》是我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倾注了三届市委、市政府、

各部门、各单位和近百名修志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是功垂久远之

举。它以翔实可信的资料，明是非，辨正误，反映本市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

体现时代精神和地方特点，尤其着力记述了城市建设的沧桑，自然环境的变

异，民族经济的特色，商贸发展的势头，民族风情的浓郁，人文政治的梗概，

一卷在手，市情在日，可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专家学者提供丰厚史料，为

文化教育提供生动的乡土教材，为各行各业提供可靠信息，也为客居他乡的

志士仁人打开了解家乡的窗口。新市志‘‘资政、教育、存史"的功用，必将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日益显现。通读志稿，我ff阮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的同时，
又有冷静思考后的隐忧：弹丸之地，耕地递减，人口日增，资源贫乏，文化

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与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差距日益加大，若无

创新和突破性的举措，难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求得发展。‘市志总纂脱稿之

际，时逢中国共产党十四大胜利召开，我们坚信，只要正确借鉴历史经验教

训，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思路，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不断奋进，

本市当代和后代人，将用自己的实践谱写出比前人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

章。 7’．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编志辛勤工作的编辑部全体同志，各部门采

编人员，以及关心支持修志事业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专家学者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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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冀， 临夏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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