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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正当新旧世纪交替和新千年来临之际，欣闻《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志》问世，可喜可贺o ，

一部县志，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清乾隆年间龚景瀚编纂

《循化志》，后人浏览其中，感觉他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部书，同时

也是一幅反映当时循化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历史画卷，借助于

它，使我们能感受到故乡当时的情景，‘也给我们认识家乡在历史长

河中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了参照。时隔200年，我们仍敬仰这位闽中

才子o

循化地处青海省东部黄河河谷地带，黄河纵贯东西。这里是青

海省海拔最低、平均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不仅适于高原特色农业

的发展，而且形成了诸如被称为“青藏高原的西双版纳"的孟达天

池等风景名胜。循化又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相传这里是大禹

劈山导水之地，积石峡正是大禹神斧劈山而成。明代文学家杨一清

因此留下“双峡中分天际开，黄河拥雪排空来。奔流直下五千丈，

怒涛终古轰春雷"的壮美诗篇o

700年前，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举族东迁。他们历

经艰辛，最后选择循化地区作为繁衍生息之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的一员——撒拉族正是从这里发祥和成长，勤劳勇敢的撒拉人和当

地各兄弟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创造了循化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循化人民饱尝了黑暗、专制的封建统治之苦，经受了天

灾人祸的频仍煎熬，封闭、落后、贫穷是解放前循化的基本县情。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从1954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成立起，撒拉族人民同全县各族人民一道，获得'-3家作主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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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家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广大干部群众解

放思想，勇于开拓。在经济领域，发挥撒拉人善于经商的特点，通

过兴办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延续了数百年的单一农业

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和升级，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

技、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不仅谱写了循化历史的新篇

章，也为活跃和促进青藏高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o

42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循化各

族人民来讲，走过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历程。其间，我们在社会经济

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面对历史，我们不禁要问：这

是为什么?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归功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归

功于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拼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革命精神。

历史是块宝藏，这里蕴含了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积淀，

是我们发展的财富和资源；历史是条河流，趟过昨天流向明天，她

昭示给我们发展的一条轨迹；历史又是一面镜子，无论成功的经验

还是失败的教训，对未来都是一笔财富，志书的资政、教化、存史

的功能正是体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

的修成，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喜事，我对编写县志付出辛勤劳动和向

支持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历史记载昨天，但着眼于未来。祝愿我们的祖国在新世纪、新

千年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家乡在新世纪、新千年繁荣昌盛o

．?韩应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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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编纂问世，是

我县裨益当代，惠及后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是循

化各族人民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循化历史悠久，气候宜人，物产丰美，人文独特，文化内涵丰

富。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上，

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出肥沃的土地，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历来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撒拉族起义领袖苏四十三、藏传佛教领袖

十世班禅大师、藏族有名学者喜饶嘉措、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之一

的邓春兰女士都诞生在这里o

循化，地处黄河上游，是青海省东南部的门户要道。四面环

山，气候温和，素有青海“江南”之盛名。这里资源丰富，盛产

粮、油、瓜、果、蔬菜，有名的“一果两椒”(即三红苹果和线辣

椒、花椒)畅销省内外；连绵广阔的草山、草坡，适宜发展畜牧

业；黄河流经县境，拱北峡、积石峡两个大型梯级水电站正在拟建

之中。境内东南部和南部山区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尤以著名的

孟达自然保护区景观奇异瑰丽，孟达天池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林

区腹地，湖光山色，风景秀丽，使游客流连忘返，被誉为青藏高原

上的“西双版纳”o这里还有重峦叠嶂，绝壁千尺的小积石山，有

闻名遐迩的撒拉族发祥地骆驼泉，有藏传佛教十世班禅大师的故居

和纪念塔殿堂等名胜古迹，都是人们旅游参观的胜地o

循化是一个以撒拉族为主体，有藏、回、汉多民族聚居地区。

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同舟共济，携手共建循化家园。循

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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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青海省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县，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推翻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各族人民获得解放，当家做主

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1954年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

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全县工农牧业生产和文化教育

事业，取得可喜的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循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团

结奋斗，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世修志，编修《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是一项浩繁而又艰巨

的文化建设工程。在中共循化县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组织各单

位、各部门同力协作，大力支持，尤以编纂人员，数年如一日，不

辞辛苦，四处采访，广征博引，研究考证，精心撰修，终于成书。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县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而又

客观地记述上自汉代，下迄1990年，纵横数千载的循化社会大观，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它是研究循化历史与现状的百科

全书，是一部有价值的志书，无疑对推动我县经济发展，加强民族

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值此《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县人民政府

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向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热心帮助指导的

各位专家、学者以及为编修县志勤奋耕耘，倾注心血，做出奉献的

全体编写人员、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谢意。特此作序。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韩尚文

2000年8月



凡 例

凡 侈Ⅱ

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实事求

是，力争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

特色、民族特色的一方之志书o

二、记述范围以1990年行政区域为限，略表民国时期划出地区的有关情

况，贯通古今，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记事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循化境内事物

发展的轨迹o
。

三、本志由序、总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

附录、编纂始末共JJ部分组成。除总述、大事记外，其余均采用编、章、

节、目4级结构形式。

四、记事上限起于汉代，下限至1990年。其中政治、社会、人物中有些

内容下限至1991年。照片资料采用至1995年o

’五、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使用现代汉语，引文不作

注释。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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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

记述。

七、资料来源主要以国家、省、县、单位档案资料，正式出版的史、志文

献资料为依据。并择用极少量的家谱、经核实的I：1碑资料o

，八、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选列对本地区有重要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人

物立传，以卒年和知名度为序。也收入个别反面人物。其他有影响人物“以事

系人”或列名表记述。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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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公元纪年。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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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十一、“解放”一词是指1949年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循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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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二、全县基本情况数据均用县统计局资料，其他数据也采用档案和有关

单位提供的统计资料。

十三、计量单位一般用公制，因行文需要个别地方采用市制，但都括注约

公制数，便于参考。

十四、凡文字叙述和表式中记述某某年或1990年者，均是年底情况和数

据o

十五、本志所列各表，凡标题注明乡(公社)、单位名称者外，均为全县

统计数据，表头不再重提循化县o

十六、数据表述中出现的“石”(音如n)，是指重量的J石按8D公斤计

算；是指面积的J石按4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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