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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文殊镇志》的编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现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

秉笔直书的修志原则，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准确

性相统一。

二、《文殊镇志》的编篡，以嘉峪关市文殊镇行政区划为限 。 记述嘉峪关市文殊镇自然、地理、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上限至发端，下限至 2010 年，个别内容下延 。

三、《文殊镇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记述，总体布局依凡例、序言、概述、大事记、政

区环境、国土人口、宏观经济、第一产业、二、三产业、党群组织、行政、政法军事、教育、卫生体育、文化、

民情习俗、人物、后记 。

四、《文殊镇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形式，节和目是记载内容的具体载体。 全志总计共设 13 编、

59 章、225 节 。

五、《文殊镇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文字精练、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容充实 。 为突出时代

特征，本志重点记述文殊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革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文殊镇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的巨大变化。

六、文字一律采用国务院 1986 年 10 月公布的简化字。

七、历史纪年、数字、标点符号均按志书编篡的相关规定处理为行文方便有些称谓在不发生歧

义的情况下采用简称 。

八、一般计量单位采用现行统一计量单位，个别沿用历史计量单位。 历代度、量、衡和货币单位，采

用当时通用的标准计量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使用 1984 年国家规定的统一计量单位，对

新中国成立后北方地区一直使用市制计重量单位 。

九、《文殊镇志》文字资料由各单位提供，不注明出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字""实物""口碑"

等资料的收集坚持"全面性川系统性""真实性""实用性"，入志资料真实可信 。

十、文殊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数据，均以镇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个别数据，经过主管部门

反复核实后采用 。 历史数据经有关人员在市档案局、市统计局等相关部门查找、考证后入志 。

十一、志书中称谓均采用第三人称，或直呼其名 。 历史朝代沿用通称，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历

史地名，用当时称谓，加注今名;历代政权、官职用当时称谓;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区和机关单位名称

均用当时名称。

十二、人物志单独设篇目，设传略、简介，录名人物归纳到相关篇章。 人物排列以在文殊工作任职

时间为序，余以生年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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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文殊镇志》即将付梓问世，不胜欣喜，这是文殊镇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全

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市志办的同志邀我写序，思付良久，写下一些感悟，权以代序 。

文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是一个与宗教密切相关的词语。 文殊镇因背依的文

殊山而得名，文殊山则因坐落于山上的文殊寺而著称。 这中间有很多历史典故，文殊山在

元代之前本名嘉峪山，也是嘉峪关得名之处。 嘉 ，美也·峪， 山谷;嘉峪其实是佳域的谐音，

意思是景色秀美的山谷 。 依山林借静读书择圣地纳徒讲学这是古代许多读书人的愿

望 。 《晋书 ·宋纤传》曾记载，前凉著名教育家宋纤从敦煌到酒泉游学 ，看到当时的嘉峪山

丹崖青壁、林泉秀美、涧望寂寥、令人神往，于是就停留下来修石窟、建草堂，潜居在此 30

多年，研读经史、聚众讲学，为嘉峪山带来了人气和文明 。 当时正是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

入我国时期，嘉峪山优美的风景和旺盛的人气吸引了宗教到此扎根，并且带来了延绵千

年的香火盛景。 清人《重修肃州新志稿》记载"山峡之内，凿山为洞，建屋为寺，俗称三百禅

室，号曰‘小西天'"，足见当时之繁盛 。

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嘉峪山逐渐汇集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教派 ，成为多

种宗教艺术的套萃之地 。 到元朝，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加之传说文殊菩萨曾在此显灵，

喇嘛们便在嘉峪山建起了寺庙，鼎盛时期达到"喇嘛三大百余人，住持大寺" 。 从此， 当地

群众改称寺为文殊寺沟为文殊沟，山为文殊山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传统历史文化的

传承发展，造就了文殊的物华天宝 。 无论是古时的文殊地域还是当今的文殊镇，都传承着

独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和传奇典故比如地蹦子、霸王鞭等传统曲艺至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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