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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地区位于甘肃东部，东连子午岭，与陕西省接壤，

?西临六盘山，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相邻。古有“京畿门户"，

“长安咽喉黟之称。且物产富饶，首府西峰市乃宁夏．．院

东、陕西物资交流及贸易中心。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周的租

先生息繁衍之地。公刘以后逐渐东迁，至武王而剪商。于

是，西方的周文化与东方的夏商文化发生碰撞并且融合，从

而形成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孔子所说的： 搿殷因

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氙

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秦皇、汉

武、唐宗以及蒙恬、狄仁杰、范仲淹等帝王将相，都曾在这

里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有声有色，或者说威武雄壮的戏蜃l。

而王符、李梦阳等文化名人，则为祖国绚丽多彩的文化宝蓑

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所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庆阳地区的历史，是一件十分

有意义的事。

我国历来重视地方史志的撰写和研究，对它在政治上．

文化上和学术上的作用普遍地给予充分肯定。近代著名政治

家、历史学家梁启超在《龙游县志·序》中就曾说过。 搿有

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籍．}

擞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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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污，于兹系焉。一值得庆幸的是．虢君白昌有志于此，置

用力甚勤。收集整理了丰富的有关庆阳地区的珍贵史料，出．

。崴了‘庆阳历史事略'一书，而《庆阳大事纪年》叉行将侍

辩，可谓硕果累累。特羽应该指出的是，从事地方史志的队．

4J．。叉出现了新秀，增加了生力军。

． 《庆阳大亨纪年>与《庆阳历史事略》堪称坤妹篇。她
们互为补充j相得益彰。《纪年》一书采用编年体裁，辑录

了上自远古、下至搿五四黟运动几千年间发生在庆阳地区的

太事，忠实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人事沧桑。《纪年》所引典

’麓甚是繁富，如有异说，或加考证，或诸说并存，可谓持论

严谨，信而有征。‘纪年》剪裁颇为得体，大事突出，要而，

不繁。我钛为，本书的出版，必将对庆阳地区历史的进一步

深入研究，以及地方党政领导了解庆阳，以史为鉴等各方面

广生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作用。 ·

在<记年'即将出版问世之际，姚君持其手稿求序于

干。予深感学识浅薄，未免汗颜。墟思予既忝列史学行列，自

应为同行之马前卒，为其鼓吹前导，故叉欣然命笔。是尥

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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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离乡入市，承担了《庆阳地匠

志·古代纪略》的编写任务。在三年多的资料收集和志稿编

纂中，常常叹服、崇拜庆豫古代文明。看今天、忆昨天，胃

溯前天，我对生我养我的庆阳产生了无限的热爱扫崇敬，我为

自己是这块犬牙交错的黄土高坡的儿子而骄傲、而自豪．

在庆阳这块2700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孕育了搿迄今所

如世界上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剑啬象(黄河古象)"I

发掘出瘩打破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矽，而名震中外

的合水赵家岔旧石器遗址；出土了曾把铁器使用前移半个世

钯的商代“青玉大戈”。脚下的这块黄土地，既是夏商之

际“周道之兴自此始”的摇篮，也是春秋战国义渠戎国的立

国之地；既是唐肃宗蓄积力量，灭安史的根据地，也是赫连

勃勃定国长安的大后方。故乡一这块黄土高原保存面积最
大、地貌特征最完整的董志原、林莽葱葱的子午岭，奔流不

息的马莲河虽算不上物华天宝，倒也地灵人杰，‘群雄辈出。

这里是同黄帝论医的医圣歧铝的故里l是东汉哲学寥王

符、魏晋医学家皇甫谧、明代文学家李梦阳，以及北魏宣武

灵太后和孝明皇后、北齐武成皇后、后主皇后的邑土。这块

黄土地天琢地雕，山川峻险，梁峁绚奇，世为靠关中屏障，

长安咽喉"，历来兵家岁争，战乱多发。汉末孺子婴曾临最

· l ，



(治今镇原)称帝。唐初庆州(治今庆阳城)都督杨文干簪
兵叛乱，清初王辅臣树旗反叛等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同时，

蒙恬、狄仁杰、范仲淹、徐达等名臣武将，分别在这里御每“

缸，抵党项，安邦定稷，倾注过其王佐的心血。这块黄土

地，也是陇东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重要基地。从西汉．

培商怒杀义渠长到东汉的陇东羌民起叉；从隋末的刘台成起

亨到北魏的万俟丑奴举兵；从后周的野鸡族兵讨庆州剌史到

明末的李自成转战庆阳；从同治回民起事到宣统彭四海起

叉l从民国初陇东护督暑兵变到陇东饥民鸡毛传贴抗新税等

无数次的反抗、无数次的怒号，无数次的呻吟。庆阳先祖虽

经曲折、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再一次地衰而复

关。蹶而复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一次叉一次地打击了封

建统治者、驱动着地’方历史车轮的前进。这就是我的故乡鲜

为人知的昨天和前天，这就是庆阳五千年的历史概貌。

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

霄叛。唐朝李世民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

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瑞环同志也讲： “要

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

地研究历史。力然而如何使庆阳古代文明这面镜子服务于今

天向四化进军的庆阳人民呢?如何使人们从一本小册子中就

饨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庆阳历史要略，从而使庆阳古代历史为

现实服务呢?如何使我们以至子孙后代在“存史、资政，教

化刀的进程中，不翻或少翻史学典籍，就能得到所需资料或

检索其数据或查找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减步’伏案之

苦，加快工作节奏呢?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地方史志工

柞者的面前，也是我继《庆阳历史事略)出版后，编写‘庆一



?佃大事纪年》的目的所在和力量源采。经过四年的努力，表

把她冒昧地奉献给庆阳人民，以及关心地方历史的专家学

者、仁人志士以资使用。这是一个地方史志工作者的聊以膏

慰，也卓是对子午岭，萱志原养育之恩的一点小小的回报。

说真的，如果没有编纂地区志的工作条件和资料基础，

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关心照顾和热情支持，没有有关领导的热

心指导和帮助，也不会有《庆阳大事纪年》．因此，《圯

年》的问世，也是社会各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作了

点辑录整理工作。而且，由于史料尔足及水平有限，缺漏．

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赐教。

谨以此献给生我养我的子午山，马莲河，献给我的父蕾

乡亲及领导、同事和朋友一⋯。以上算是我的几句心里话，

也可谓之日“前言”或日“编者的话彦。

编 者

1 993年5月子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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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时限．‘庆阳大事纪年)辑录了自远古传说时期至

五四运动期间(约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公元1919年>，今

庆阳大地所发生的历史百科史实要略．目的是通过历史史料

的区域辑录．让人们了解庆阳四千多年间的动乱兴衰，。动员

和激励人们为建设庆阳美好的明天而贡献力量。

二、体例．‘纪年》采用历史纪年和大事史料辑录的体

倒，把实体的历史史料严格限制在年内辑录和记述，并在每

一大事之首冠以题目，借以勾勒提要和揭示事件之主题。对

旁杂纷乱难以原文辑录者，j则进行了编纂和整理，旨在用较

少的笔墨反映数千年的历史概略和事件框架。
． 三、域址．‘纪年》史实的域址范围，以今庆阳地区的

致区划分上溯，对历代庆阳建置领辖超出今庆阳政区者，亦

有取舍I有些事关全局者，只作为背景进行了必要的概述。

嗣时，‘纪年》多辑存今庆阳地区范围内人们进行政治、军

事、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实体史实，即使庆阳籍历史名人，

但因活动不在本地，一般也未录存．

四，资料．主要源于“--．十四史力和省地方志，兼容一

些较为零散的口碑和实物资料。对历史资料，有的作了些考

证·有的并存了诸说’实在难以采集者，只好残缺断线，力

求宁缺勿滥．‘纪年》多重于辑录原文，并注明出处和页

·l-



，码，以便考证及检索。括号一般为编者所注。原文注释一般

标有“原注黟字样。需要说明或释歧的地方也加了搿编者

按一0
’

· 五，观点。《纪年》力求应用哩新舻观点，还历史本
来面目。尤其是对传统史志中贬低农民运动、鄙视少数民族

的唯心史观作了彻底纠正，以便客观、公正地秉笔直书。但

在原文辑录及个别地方，为不致使其断章取意，仍保留了诸

如贼、胡、蛮、寇、掠等称谓，谨请注意。

六、地名。《纪年》涉及的历史地名，均以当时的名称

为准，并着力考注今名。I
‘ ．，_ ．一‘

七、纪年。历史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加注朝代纪年的办

法。《纪年》中的月日，辛亥革命前均沿用阴历，1911年1

月1日后一律作了公历换算。公元前841年前。因无准确纪

年，只以帝王系以纪年，有的还注明了事件与年系的依据和理

由。对无法确定帝王某年某月的资料，一般编排于该壬之末

年，某年号之末年、或某年之末。事件或史实尚发生在几个

政权同时存在的年代，一般只书与事件有关的庆阳实际统治

者的年号和庙号。

·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要参考书目

l、汉司马迁

2、汉班固

3、宋范哗

4，晋陈寿

5、唐房玄龄‘

6、北齐魏收

7，唐李百药

8、唐令狐德菜

9、唐令狐德菜

lO、唐李延寿

1l，后晋刘胸

12，宋欧阳修

13，宋薛居正

“，宋欧阳修

15，元脱脱

16，元脱脱

17，明宋潦

18，清张廷玉

19，赵尔巽一

20、宋徐天麟

《史记》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书》 中华书局1962年版；

《后汉书》 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三国志》 中华书局1959年版f

《晋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魏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北齐书》 中华书局1972年版f

《周书》 中华书局1971年版f

《隋书》 中华书局1973年版；

《北史》 中华书局．1974年版f

《旧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唐书》 中华书局1975年版i

《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宋史》 中华书局1977年版l

‘金史》 中华书局1957年版I

‘元史》 中华书局1976年版I

‘明史> 中华书局1974年版l

‘清史稿》 中华书局1977年版l

<西汉会要>上海出版社1977年版r

’

· l t



2l，．孙槽 ‘秦会要订补> 中华书足1959"

年版。 一 _。

‘

， 22，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

23，·清吴秉权 ‘纲鉴日知录’ 中华书局1964)

年版·

‘24、范文渭 ‘中国通史' 人民出版社1949

年版，

‘25，李有堂 ‘金史纪事本末’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6，清谷应豢 ‘明史纪事本束'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

27、黄云眉 ‘明史考证>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I

28、明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l

29，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195,9

年版· ·

S0，张习孔、田珏I．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托京出版社

1987年版， 一 {
。

31、威云浦 ‘中国史大事纪年> 山东出版社

1984年版l

32、冯君实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辽宁出版社

1985年版，

33、慕寿其 ‘甘宁青史咯正编' 今藏镇熏县

趟案馆’ “． 。‘ ．、。

‘

· 2·“ ．



34、惠登甲 《庆防纪略》，印影上下本；

35，清乾隆赵本植 《庆阳府志》；

36、《甘肃省志》线装本，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

《甘肃省志》有关分志；

37、郭厚安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大m版，1989年

版；

38、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大出版．1989年

版；

39、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40、中国地图学社出版，1974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41、《大清一统志·庆阳府》、《嘉庆重修一统志·庆

阳府》，今藏省图书馆；

42、《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版。

· 3 ·



录

远古传说(约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轩转氏⋯⋯⋯⋯⋯⋯⋯⋯⋯⋯⋯⋯⋯⋯⋯⋯⋯(1 )

夏 (公元前二+一世纪——公元前十六世纪)

孔甲帝⋯⋯⋯⋯⋯⋯⋯⋯⋯⋯⋯⋯⋯⋯⋯⋯⋯(4)

履癸(桀)帝⋯⋯⋯⋯⋯⋯⋯⋯⋯⋯⋯⋯⋯⋯(5)

商 (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

阳甲⋯⋯⋯⋯⋯⋯⋯⋯⋯⋯⋯⋯⋯⋯⋯⋯⋯⋯(6)

小辛⋯⋯⋯⋯⋯．．．⋯⋯⋯⋯⋯⋯⋯⋯⋯．．．⋯⋯(7)

武乙⋯⋯⋯⋯⋯⋯⋯⋯⋯⋯⋯⋯⋯⋯⋯⋯⋯⋯(7)

太丁⋯⋯⋯⋯⋯⋯⋯⋯⋯⋯⋯⋯⋯⋯⋯⋯⋯⋯(8)

帝辛(纣)⋯⋯⋯⋯⋯⋯⋯⋯⋯⋯⋯⋯⋯⋯⋯(8)

西 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T／O年)

武 王⋯⋯⋯⋯⋯⋯⋯⋯⋯⋯⋯⋯⋯⋯⋯(10)

穆 王⋯⋯⋯⋯⋯⋯⋯⋯⋯⋯⋯⋯⋯⋯⋯(10)

共(恭)手⋯⋯⋯⋯⋯⋯⋯⋯⋯⋯⋯⋯．．．⋯⋯(11)

懿 王⋯⋯⋯⋯⋯⋯⋯⋯⋯⋯⋯⋯⋯⋯⋯(j1)

孝 王⋯⋯⋯⋯⋯⋯⋯⋯⋯⋯⋯⋯⋯⋯⋯(。11)

炎 王⋯⋯⋯⋯⋯⋯⋯⋯⋯⋯⋯⋯⋯⋯⋯(12)

历 王⋯．．．⋯⋯．，．．．．⋯．，．⋯⋯⋯⋯⋯⋯⋯(12)

‘王：·



宣 王(公元前827年一公元自ij782年) (12》

幽 壬(前78t年一前771年)⋯一⋯⋯(t4)
东 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平 王(前770年——前720年)⋯⋯⋯⋯(

襄 王(前651年——前619年)⋯⋯⋯⋯(

敬 ．王(前519年——前477年)⋯⋯⋯⋯(

元 王(前476年——前469年)⋯⋯⋯⋯(

贞定王(前468年——前441年)⋯⋯⋯⋯(

考 王(前440年——前426年>⋯⋯⋯⋯(

显 王(前368年——前321年)⋯⋯⋯⋯(

慎靓王(前320年——前315年)⋯⋯⋯．．．(

赧 ．壬(前314年——前256年)⋯⋯⋯-．．(

秦 (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7年)
始 皇(前221年——前210年)⋯⋯⋯⋯(

二 世(前209年一前207年)⋯⋯⋯⋯(
西 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

?

高皇祖(前206年——前195年)⋯⋯⋯．．．<‘

高皇后(前187年——前180年)⋯⋯⋯⋯(

文 帝(前179年——前157年)⋯⋯⋯⋯(

景 帝(前1E6年——前141年)⋯⋯⋯⋯(

武
’

帝(前140年——前87年)⋯⋯⋯⋯⋯<

昭 帝(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

宣 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

元 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

成 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

哀 帝(公元前6年——公元前1年)⋯(

·2·

16 )

17)

19)

19)

19)

21)

21)

24 )

25)

29)

35)

37)

4(1)

41)

47)

,19)

62)

63)

87)

68)

72)



带(公元元年——公元5年>⋯⋯⋯(彳3)

(公元9年——公元23年)

莽(公元9年——公元23年)⋯⋯⋯

玄(公元23年——公元24年)⋯⋯⋯

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武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

帝(公元：8年——公元7：年)⋯⋯⋯

帝(公元76年——公元88年)⋯⋯⋯

帝(公元89年——1 05年)⋯⋯⋯⋯

帝(1G6年——106年)⋯⋯⋯⋯⋯⋯

帝(107年——125年)⋯⋯⋯⋯⋯⋯

帝(125年——j 44年)⋯⋯⋯⋯⋯⋯

帝(14：年——1 45年)⋯⋯⋯⋯⋯⋯

帝(147年——167年)⋯⋯⋯⋯⋯⋯

帝(168年——189年)⋯⋯⋯⋯⋯⋯

帝(189年——22c年)⋯⋯⋯⋯⋯⋯

国(公元220年——公元265年)

魏文帝(220年——226年)⋯⋯⋯⋯⋯⋯

魏明帝(227年——239年)⋯⋯⋯⋯⋯⋯

邵陵厉公(240年——254年)⋯⋯⋯⋯⋯⋯⋯

两 晋(公元265年——公元420年)

两晋武帝(26f年——290年)⋯⋯⋯⋯⋯⋯

西晋惠帝(290年——306年)⋯⋯⋯⋯⋯⋯

西晋怀帝(307年——313年)⋯⋯⋯⋯⋯⋯

西晋愍帝(313年——317年)⋯⋯⋯⋯⋯⋯

东晋元帝(31 7年——323年)⋯⋯⋯⋯⋯⋯

(74)

(79)

(80 )

( 96)

(97)

(100)

(103)

(1 04)

(116)

(

(

(

(

22)

23)

41)

55)

(159)

(159)

(

(

(

63

67

70

(173)

(174)

‘ 3·

乎

王刘

光明章和殇安顺冲桓灵献

新

东

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