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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县地方史志历届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

(以任职前后为序)

主任 杨濯汉(1987．12----1992．2)

赵志德(1996．2～ )

副主任 仇克珍(1987．12～ )

何世昌(1991．12～1992．12)

赵永昌(1987．12～1991．11)

刘培春(1987．12--,1992．12)

王仙玉(1987．12～ ) ，

洪渊(1996．20 )

许香板(1996．20 )

姜世荣(1996．2～ )

郭仲树(1996．2～ )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祥王国海王显明王志清I王学明l王江江

王万明刘福来刘秉雄行太昌李安怀李鸿彬

李宝元李文学杜国奇杨长寿杨培林．杨双生

杨德伸杨兴凤杨建章杨保生杨永胜咎文国

房金发赵元良赵国昌 陈照家I高成立l曹学文

韩律祖郭殿臣裴卷举薛治唐薛满朝魏庆生

顾问王俊英’陈秉衡杨材美



《舟曲县志》办公室人员

主 任王国海

工作人员韩律祖裴卷举奂俊昌 包克刚 赵玉林杨春霞

主 编

副主编

总 纂

编 辑

摄

校

仇克珍

韩律祖(常务)裴卷举

裴卷举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国海仇青临包克刚刘锡忠奂俊昌 李舟才

张恒杨双生杨培林尚培礼．赵兴赵玉林

董振国 一

影张宝明裴卷举洪渊王志辉

对裴卷举韩律祖王国海赵金兰，7杨春霞

评审《舟曲县志》的省、州领导

郝玉屏杜世昌 薛方昱闵文义王俊英陈秉衡

审批《舟曲县志》的甘南州领导

傅九大景丹珠洪海天王俊英何世昌 王邦治赵汉豪

杨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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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料主要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玉维祥王德仁王焕英王朱家王素珍王俊海王都吉才

王平正王继先尹文明 田梅兰孙维俊任进舟刘福来

刘培珍I刘秉贤l l刘亲乙I刘维英刘家齐刘长生刘启文

乔俊民行小兰李安怀李忠华李俊选李育辉李跃林

李明芳李建国l李呈英I李和平吴常泰杜林昌 张鸣凤

张问道张陆张勤张希骞张卓明张建新l张代代l

l张启贤l张立民 张鸣鸾杨海平l杨淑l杨慕椒杨向春

杨彦平邹卫东房登云赵金兰赵元良赵平洪昌厚

咎文国 陈干清陈民安陈小虎陈立新胡潭龙高望岳

高玉萍高惠民姚川军梁吉效l韩宏祖l韩义魁韩显明

曾汉臣解兴国廖衡松薛俊唐薛满朝薛国戟薛仁生

薛江华



序

序

盛世修新志的今天，《舟曲县志》脱颖而出，如愿问世。这对我

们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拓宽新路，造福于民，将产生不

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新编县志，更重要的是前人对后人的一个历史交待。我县首次

编修新县志，是在中共舟曲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

的。根据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愿望，筹集资金，调集人才，东奔西

走，多方调查，历尽坎坷，足迹全县。在博纳史籍资料，查阅档案

记载的基础上，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遂撰成书，真可谓是广

征博采而后成。新编《舟曲县志》，采用新的表述手法和语言技巧，

将舟曲县的历史全貌，以崭新的面目跃然纸上，首次展现在我国地

方志丛书之列。委实是件令人庆贺的大事。于是，欣然为本志写了

此序。

舟曲建置始于秦，称羌道。汉改道日县。历经沧桑两千多年，

曾一度为宕昌国及其国都地，先后更名为宕州(治怀道县)、西固、

舟曲、龙叠。文化历来比较发达，风景诱人，文物胜迹遍布全县。

新编《舟曲县志》，比较真实全面，系统而又概括地反映出各个

历史时期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团结友好、和睦相处的民族

关系，也充分反映全县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生产和文化事业，使社会

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本志编纂尊重历史真实，内容丰富，科学翔

实。如解放前西固起义，解放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及时镇压

反革命等革命历史比较详细的展现于县志中，势必对于我们舟曲各

族人民继承祖国优良传统，教育后代，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

蚵



2 舟曲县志

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建设美好的新舟曲，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古往今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舟

曲县志》也必然会起到温故知新，鉴戒后世的积极作用；必将进一

步促进我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

发展，使我县逐步迈进经济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健康的小康社会。

有必要提及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局限性，本志的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作为第一部《舟曲县志》，仍不失为全县的一

部较全面而又系统的历史资料书籍。

为此，其志书也自然能为中华民族的安邦治国，文明富裕，国

富民强以及对舟曲今后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产生极大地推动作

用。
’

但愿新编《舟曲县志》的问世，能起到继往创新世，新世促稳

定，稳定求发展，一代胜一代，幸福普天来，人民乐无穷，天下定

安然的奋发向上作用。 ．

中共舟曲县委书记杨濯汉

舟曲县县长何世昌

1 990年1 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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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县志》七易其稿，九载艰辛。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

支持下，今天终于成书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好事。

舟曲县历史悠久，古文化遗存丰富多彩。几千年来，繁衍生息

在白龙江、拱坝河及博峪河沿岸三千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劳动人民，

’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迁徙、融

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形成勤劳、诚笃、勇敢、淳朴的品格。

解放40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变

落后面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业绩。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政治安定、民族团结和睦、经济稳步

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盛世修志，资治育人，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考：本县于清康熙及民国时期编修有《西

固县志》，可惜轶失，未传至今。《舟曲县志》是我县的第一部社会

主义新方志，将几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脉络，以史志的

形式记载下来，缅怀前人、借鉴历史、认识县情、开拓未来、教育

后代、造福子孙、开发资源、致富人民，无疑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情。这部县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论据充实可信，时代特点突出，舟曲色彩浓郁，资料丰富，涉及面

广，篇目设计合理，文字通畅可读，客观地记叙了舟曲的历史全

貌，是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县情书。

编纂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

县志编修人员历经数载，辛勤笔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深受其中

甘苦；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有关方面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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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同志和社会知名人士，给予了支持和积极地协作，其精诚团结

令人敬佩。对此，县志编纂委员会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写

史修志是文化建设中的一项巨大浩繁系统工程，由于修志人员缺少

经验，他们都是修志战线上的新兵，在实践中边学习边工作，错误

在所难免，也不可能一役告捷。但这部《舟曲县志》的出版问世，

填补了我县历来尚无一部完整县志的空白，为舟曲文化建设谱写了

新的一页。从此，舟曲乡风，开卷可得，为政者正确决策有所咨

考，可谓“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为后人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

无疑会起到很大作用。

最后，祝愿舟曲各族人民，在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坚定信心、解放

思想、团结奋进。为加快舟曲经济发展步伐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谱写

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

中共舟曲县委书记王德魁

， 舟曲县县长赵志德
一

一 '

， 1 996年6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

料编纂社会主义新一代地方史志，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二、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照

片，史志一体。文体除引用古籍文献原文外，一律以语体文，记述

体记述。

三、本志以类系事，专业为章，项别为节，典型记事为目。记

事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按事物发展时序纵

向记述。内容交错者，穿插互见，此详彼略。

四、资料来源，博采县、州、省及邻近地、县档案资料和历史

文献资料，广征全县各部门系统供稿资料。实地调查全县自然、地

理、人文等历史资料，访录古今I：1碑资料。资料使用上，去伪存

真，以文字资料为主，对有借鉴和影响深远的资料，尽以录存，不

以详略失体为计。资料不足，宁缺不滥。

资料存歧，诸说不一者，尽力以考，以史籍、口碑、实物互

证，无从考订者，则几说并存。

五、本志记事范围，以现在舟曲行政区划为准。历史建置，则

以不同历史时期领辖区域记述。与辖区相关的外区域的人和事筒略

记述。辖域伸缩变迁，记事相当。

六、大事记以编年、本末体为主，解放后党的历次政治活动，

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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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专章集中记述与分散记述相结合的方法，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

专志。

七、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通称，

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279年记为(前279)，公元1 1 50年记为

(1 1 50)；凡。50年代”，“60年代”等之类，均指20世纪而言。

八、数字资料，力求准确，基本上来自文献档案和县统计局统

计资料。数字书写形式，根据有关规定执行。凡表示数量、百分

比、民国及公元纪年的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性语言

中的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九、表述中的‘‘解放前”、“解放后’’，以1 949年1 2月1 0日本县

解放时间计起。．

十、本志断限，其上限力溯古往，下限至1 990年底。个别部分

下限延伸至截稿之时。

7。，黟¨：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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