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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志的修编工作，在全县人民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十载

辛勤笔耕，现已筚路蓝缕，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它的成书出版是

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我们礼县开发很早，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西周时县东北为著名的秦人发祥地。许多著名

的历史事件，如秦人西垂发迹、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大战铁笼山、杜甫盐官咏

诗、吴磷白环堡抗金、按竺迩开府於汉阳等等，都发生在境内。在礼县发展的

历史上，世代劳动人民、志士仁人为了征服自然，建设家园，创造文明，推动历

史的发展，进行了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在漫长

的封建时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兵连祸结，赋税繁多，百业衰败，万户萧

疏，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全县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整乾坤，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都有长

足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励精图治，百

废俱兴，处处呈现团结奋斗，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所有这些历史功绩，理当载

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发扬光大o

为了借鉴历史，恢宏传统，继往开来，裨益改革大业，造福子孙后代，

中共礼县委、礼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从1982年起筹备编修礼县新

志，1985年成立县志办公室，调集修志人员，统编贯通古今的礼县第一部

社会主义新方志。十多年来，全体修志人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人民事

业无限负责的精神，远稽近考，问故访今，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三订篇目

四易其稿，终于修竣了这部“礼县古今总揽”，实现了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

愿望。 ·

现在编成的这部礼县新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针，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古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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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记载了礼县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全志共分7编、

56章、190节， 100万字。志首为概述、大事记，中设建置、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人物、社会编，志尾为附录。新县志上承前志之精华，下

聚各方之卓见，较全面地反映了本县的历史和现状，基本上做到了“指导思

想正确，资料充实可信，时代特点突出，地方色彩浓郁，篇目设计合理，文

字通畅可读”o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我县地处陇南山地北部，为

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地带，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文化还不发达，

为国列贫困县之一。因而，历届领导班子把加强县情的调查研究，作为发展

。礼县经济和各项事业首要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懈地探

索与实践。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教化”三大功能，它对我县经济及社

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多年来，我们把编修地

方志工作当做搞好县情研究，加强经济建设的大事来抓，看做是时代的要

求，历史使命，神圣的责任o ．’．

‘

编修新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新编《礼县志》的出版是各方面通

力合作的结果。新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上级业务部门领导及专家学者

的支持指导；得到了县直各单位、各乡镇的大力配合；得到了全县各界人士

的关心帮助，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得到了前任县委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支

持，值此志书出版之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修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我们还

没有经验，加之资料经费缺乏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完成的这部

新县志，还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疏漏，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o

我们肩负着振兴礼县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团结全县广大干

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我们礼县建设得更加美好! ．、

祝愿礼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礼县人民政府县长靳百龄

一九九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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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结构为编、章、节、目四层。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建置、

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7编，凡56章，190节，末缀附录。

全志100万字，图照片120幅。

二、本志通贯古今，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90年，个别章

节有延伸。本志略古详今，重在当代。

三、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古为今用、实事求是的原

则，准确记述本县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体例为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以志为主，图表

照片分附各类之中。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以记事本末体，纵贯古今。记述本县大

事、要事，勾勒出本县历史发展的概况o

六、人物编分为三章：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对本县历

史进程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人物简介选介少数在世知名人士；人物名表名录

收录各个历史时期的其他人物。

七、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称谓为准。历史纪年括注

公元。

八、文体：除大事记等章节引用原文外，其余均为语体文。概述有叙有

议，叙议结合，其余均为记叙文体，一般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

料之中。

九、数字：一般采用统计局或各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再缺者，亦用其

他鉴定后数字。数字表述，多用阿拉伯数字，少数非表示科学计量和不具有

统计意义的用汉字。

十、计量单位：民国以前的照录，有的并括注换算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使用国家规定的标准计量单位。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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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录：除文选辑存、IH志概况序跋目录外，还大量收录了建国四

十年来的革命文献及资料，既可印证大事记和专志，又可保存珍贵的历史史

料。

十二、本志材料来自：省、地、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

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调查采访的材料。

十三、历史沿革，因时间跨度大，史料缺乏，编写难度较大，故以暂定

材料为准，以俟日后历史的检验，并在附录中收录有关秦早期都邑探讨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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