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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明泰周继军

盛世f李志，传承文明，借古鉴今，以史育人。为一乡

一镇撰写史略，不仅在全市乃至全省堪林首链，甚至在

全国也极为少见，更令人钦敬。

安志宏同志作为土生土长的秦州人士和学术造诣

极深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伏是文化、易学、秦rl'1 民俗研究

和文史资持搜集整理等工作，考成了大量的专著作品及

学术成果，为深入推进天水历史及民俗研究，弘扬扰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年来，志宏同志和几位

乡资怀着对家乡人民的热爱和对秦刑古老文化的挚哉，

不辞公务繁忙，不惜劳心费神，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

深邃的心灵思考，足遥远及家乡的山)!j河谷，从大量的

民坷传说和浩繁的历史卷轶中，追寻乡土文化的起源和

发展林迹，潜心研究，母首穷经，几易其稿，历时三载，编

撰成《华歧史理各》一书，成为展示秦州农村发展历史和弘

扬秦乡1'1 民俗文化的又一丰硕成果。

志宏同志和几位乡贤慧珉往具，大旦旦尝试，以辩证和

历史的方法搜集整理大量珍贵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

精心梳理，潜心探究，撰写一十八章数十万字，用充满乡

土气息的盾补文字，全面展示了家乡的经济、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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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重疗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以及地子在地筑等

自羔J民主范和住宅、饮食、节目等生活习俗，历史与现代有

机地联系，自然与人文浑然一体，通过一乡一域的历史

发展和家乡民众生产生活的历史记载，从客观辩证地重

现华歧乡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历史真实事件中，探寻和

发提秦州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展示秦州

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极与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坚决斗

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美好新生

活的历史过程，书中融汇了统计学、经济管理学、社会

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始终贯穿了自然科学精

神，充满了强烈的辩证色彩，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和人文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发展、和谐社会建设

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华吱史略〉一书，是志宏同志和几位乡 j牙含辛茹

苦，奋力笔耕，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的一朵奇花，不仅开

创了天水乃至全省为一乡一镇撰书立志的先河，也是他

们为家乡人民贡献的又一份丰富的文化宝藏。无疑为我

们更好地认知秦'l+l 历史及民俗风靖，洞察秦州文化的深

刻内涵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c 作者潜心探究、严谨致学

的精神，靖系桑梓、热衷文化的'琦坏，更是值得我辈敬1Cp

学习，也必将激励我们为加快秦~'r'l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而不悔努力!

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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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万物之摞

安志宏

秦手1'1 西南约 60 里，有乡曰:华吱。以其境内华吱山和

华吱河而名 ο 华吱是伏袭和女妈之母华骨氏活动的地域，

故有以"华"字命名的"华吱山"、"华吱河"。早在原始社会

时，境内就有先民生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民农田基本建设，乡民修梯田

时，在本乡李集寨、常家沟、辛大、安集寨等村发掘出新石器

叶代陶器和牵制的石器工具等。他们把这些文物自觉地上缴

到天水县文管卢布 c 90 年代，我在麦积区(原天水县〉政府工

作，分管文化事业，主持清理文物库房时，目睹了华吱出土

均文物，才得出王子、始社会就有克武在其境内生活的结论。

华吱是秦人早期活动的地区，境内至今保留大量秦姓

和以秦字命名的村庄。夏、离时代，属古雍 1'1'1 ý疗辖:秦武公

卡年〈前 688 年) ，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一一部县，品之;

汉时属汉 fEl郡西县;后妇天水秦州所属;萌乳属成县青石

里;清代又妇秦刑;民国时属天水县辑 ;1985 年，由天水县

析出，纳入秦外1 r豆，归之。

华吱地形以山地河谷为主。华吱河、清水河和稠泥河

潢贯于境内;汉水环于外，四坪山豆于中，云雾山锁于前，

吴家老墩耗于后，音杆J令梁雄居北，唔家山屏于东南，木门

锁喉于西南，史上大海、小海居其南。地势北高南纸，最高

海拔在 2000 米，最低海拔1450 米，年最高气温 34.8"C ，最低

气温-20.4"C ，走，霜黯 152 天，平均降雨量 450 毫米。全乡有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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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行政村，46 个自禁村， 112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4688

户，总人口 24559 人;总岳和 101 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

65600 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脱毒马铃薯、复科养麦，

经济作物主要有胡麻、葵花、苹果等。 2009 年粮食总产量

13512 吨，年平均生产总值 2900 多万克，人均纯收入 2000

元左右，劳务输出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罗社公路和天华公

路穿越本乡，交通便利。西与礼县红巧乡接壤，南依天水镇，

北与牡丹镇毗邻，东与平南相接，东北与在镇相连。

历史上面华吱处于秦州到花南、汉中、四川和西南的

商蒜要道，加之邻近全国森马交易市场盐关的缘故，这里

是过往窝拉的脚马店，商业活跃，在铺林立，繁荣一时υ 徐

礼公路开退后，华吱失去了夕日古交通驿适的位势，经济

开始落后。改革开放前，与西坪乡为天水县吃返销粮最多

的两个乡 O 三年自煞灾害(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

时，许多乡民外出逃荒、讨饭。有部分乡民偷偷在小陇山育

林，个另I} 小窝小贩、柱口贩子，私下做小生意赚点油盐钱，

也有以讨饭供孩子上学的，凡此种种，目的都是求生。茵害吝割,} j 

"资本主义尾己

游街等O

改革开放后，家乡人武除了上学求出路外，外出务工

的人员大增。他111不住增加了收入，更是开阔了视野，学到

了知识，转变了观念，涌现出一社致富能手，带领更多的乡

亲致富，出现了民工潮， --1比女青年也加入到外出的行到

中。她们战上海，下广州，上大凉，进北京，腰包鼓了起来。 修

房子，直电器，购摩耗，个个成了"飞虎队"。近年来，乡党委、

政府确立"围绕经济析、竞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工作忠路，

借助新农村建设的契机，立足乡情，突出特色，加大了乡村

建设和产业结椅调整力度，一批新兴村镇和以葵花、苹果为

主的林果产业强起，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新突破，文化、教育

和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如今，电视的普及，琳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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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的商品，便捷的通信使村民生活境量大为提高。今日

的华吱，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非昔日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华吱很重视教育。清末民国时，

华吱乡私塾普遍，先有闰教习、f余思庵等在姚宋噩;同寺内

创办庙校合一的"蜀明小学

持华吱i汪主困高小教育培养了一批莘莘学子 O 上世纪 4咽O 年

扎，先父安东波(字海机〉天7其中学毕业后，时回乡在海池

乡余家堡子内一个人创办了华吱第一所小学一一"国立海

池，小学"后珠在天水用范、西北郊大上学和天水师范、市

二中、干部业余学校、墩县一中、秦安一中工件外，一生主

要精力贡献给了华吱教育事业。饨，先后在华吱高小 (50 至

60 年代)、战宋附中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华吱中学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从事教育，培养出数千学子，考

入大中专的有数百人，县级以上干部几十人，地厅级、学

者、教授、作家和校长数十住~ 50 年代他教的学生刘生禄

参加陇南 14 县会考，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时华吱教育

在天水县名 11] 前茅。 70 年代初期，先父销办了一个钗 10

余人的高中班，首届就培养出对成协、徐启文、文志强(玉

宝)、王玉田( ，1、天水人，在华吱读书)，1普通学、宋长生等一

拉俊才。快复高考的第一年，华吱就考取大中专学生 40 余

人，属国数乡的学子纷给慕名就读于该校。今供职于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社丹乡人郭建千名，就属于此类。

教育是国家争民族兴盛的发动机。一个地方有无希

望，很大程度是看教育和文化是否繁荣兴盛。文化是乡民

的精神大炬和灵魂，它在建设新农村核心价值体系中，发

挥着独特的不可替式的重要作用 O 近年来，村民富裕后，低

俗、贪欲、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

影响有所抬头，腐蚀人幻的精神，动摇人们的信念，扭曲人

幻的心灵。物盾层面的问题解决后，如果我幻忽视乡民的

精神生活，让其心灵处于荒漠的状态，整个民族就会出现

-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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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危机，并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愈发严重。防止和遏制属

材思想文化的滋长蔓延，防止和消除腐朽思想文化的传播

渗透，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项历史性课题。因此，我们的价

锺现和文化导向必须要拌随新农村建设的始终。"讲信修

睦、技善扬美、修身敬业、崇拮 1高龟艺、团结向上

徨植根于新农村建设§的§土壤，让文化之充烛照幸翠重新农村建

设的家圈，以桔i除瓷乡民"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精神之述

魅

现和道德觉悟成为他千们[门l王现尾实世界的真实惑受和信条，不断

敖亮每个人德性生成的精神空间，是实现新农村精神家

园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片地域会诞生一种思想，它是自成体系的社会影

态以及以血缘、地缘、业缘和乡 A清、亲靖、友情组成的乡土

文化。它以理性、约定俗成和实用怆理规芫人之间的关

系。主要通过生活中的各种往来，民俗庆典活动{如祭祖

等)，民间艺术的精心制件付口剪纸等) ，地方性戏剧的表

演来传播的。长期以来，我们的乡土文化就是通过民间的

"节络"活动，礼尚往来等参入民众生活，流为民俗，上升

到民族意识的高度，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当人们失去了

这样的精神世界，就会失去生活的价值与目标。乡民需要

丰满的精神世界，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相爱，需要在

心灵植满绿洲。一个心灵荒芜的民族是可怡和没有前途

的 C"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物之J菇、飞乡土文化带给我幻精

神营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识乡、爱乡，才能建

设家乡。我们坚信，编摆出版此书，对凸显乡人品格，缅怀

前贤，弘扬乡费精神，推动乡人道捷的完善，塑造和改造

人，以自幸后进日就月将，并自勉都会有一定的意义c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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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和安志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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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穆先生 70 岁时为安东波先生所赐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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