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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的未
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
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
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
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碑、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
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
织，《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政治上，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
一时。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甘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甘肃也有过长期的萧条和凋敝。
自宋而降，随着海路的开通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甘肃渐渐地失去了区位优势。
成为偏僻之地。
加之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在这里进行激烈的碰撞。
使陇原大地烽火连绵，兵燹不断，生灵涂炭，生态毁坏，更兼天灾频仍，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
。
到了近代，左宗棠坐镇陕甘时。
发出了“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感叹。
即使如此，这块土地因众多民族的融合繁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
贡献。
    甘肃正坚韧地走向崛起和复兴。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甘肃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依托资源开发，建成了以石化、有色、冶金、电力、机械制造、电子、轻纺、建材为主的工业体系，
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第一”，一批新兴工矿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面对
贫瘠的土地，陇原儿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建成了以景电、引大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将陡
峭的山坡地修建成层层梯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
、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建立。
聚集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使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甘肃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
日新月异，甘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区的兴衰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甘肃必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
甘肃各族人民淳朴敦厚、热情豪放的性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兼容并蓄、开放豁达的胸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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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每一代人都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发图强，加快发展，为甘肃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史明志，我们应当多一点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史。
    我们坚信，甘肃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是为序。
    2007年4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漳县史话>>

内容概要

　　《漳县史话》是甘肃史话丛书之一，由周德祥等编著。
 《漳县史话》简介： 漳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南部，总面积21644平方公里，总人口21万。
境内有以学田坪等古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遗址，以古盐井为代表的盐文化，以“海内
之最”汪氏元墓群为代表的元代文化等，底蕴丰厚；旅游资源有被誉为“陇上仙境”的贵清山、遮阳
山，以及宝井汲玉、韩家沟、雷公峡等。
自然资源丰富，岩盐、红柱石、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储量巨大} 盛产中药材及野生蔬菜、蚕豆等，是著
名的“中国蚕豆之乡”、“药王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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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悠悠岁月漳河两岸觅先踪“五废六立”话兴衰门类齐全的生物化石漳盐古今“海内之最”汪氏元墓群
国家一级文物壮丽山河贵清仙境遮阳幽谷“西北之冠”的岩溶景观露骨堆银漳县的峡三河奔流苍松翠
柏穿云天风吹草低见牛羊红色之旅待开发景区建设展新貌往事如歌禹王导漳入渭河盐昌寺里奉盐神杜
甫赋诗咏盐井北宋达官遮阳游张三丰羽化遮阳山铁牛禅师感化肃王爷常喇嘛杯水救林火王宪上疏同治
帝毛泽东星夜过漳县朱德怒斥张国焘顾颉刚考察漳县宋平漳县调研记孙英帮扶漳县记地灵人杰“陇右
王”坐镇巩昌府汪氏家族“三王十国公”清代名宦王宪早期共产党员张雅韶红军武装青年营长杨世林
园林学家包满珠动物繁殖医学专家赵兴绪气候学家吕世华“青年花王”成仿云地理专家董鸿儒地质专
家漆富成作家陈自仁古文献专家漆永祥名医朱兆川“排雷大王”骆牧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侯新民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包伟成民俗文化社火唢呐班子花儿皮影剪纸羊十道特色小吃古老的生产工
具书法艺术漳县志书物华天宝话说漳盐亚洲第五红柱石建材之宝石灰石中国蚕豆之乡“药王之乡”药
材广苍山秀水数珍宝漳河水清鲈鱼肥“龙榜金三角”锦绣前程生态立县项目强县工业富县旅游活县科
教兴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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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的漳县，在太古时代本是一片荒原，后被流水冲蚀，年代久远，逐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河谷。
河谷两侧，黄土堆成台地，避风防水，宜居宜耕。
漳县的先民和其他甘肃的远古居民一样，就在这些台地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
    在今漳县境内，最早形成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即漳河、龙川河、榜沙河。
龙川河与榜沙河在新寺镇晋坪村的各河交汇，流经那个与中国开天辟地相关的神秘的盘古川，在武山
县丁家门村注入漳河。
漳河从盘古川流出，在武山县鸳鸯镇汇入渭河，成为渭河的第一大支流和主要水源。
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从神话中留传至今的盘古川、盘古岭等地名，无可争辩地印证了这些地方历史的悠
久和文化的厚重。
    在漳河汇人渭河的二阶台地上，出土了著名的“鸳鸯人”头盖骨。
考古界经过科学测定，认为至迟在三万八千年前，“鸳鸯人”就在渭河、漳河流域繁衍生息。
正是由于“鸳鸯人”沿渭河流域向外不断扩散，所以七千年前的伏羲、女娲才在秦安大地诞生，创造
了中外闻名的“大地湾文化”；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才在清水诞生，成为华夏文明的“五帝”之首。
这些人文始祖诞生在渭河流域，充分说明渭河上游才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鸳鸯人”从盘古川逆漳河而上，来到古盐川，发现了人类不可或缺的露头盐泉，便围绕古盐井这
块风水宝地，在学田坪等漳河流域的二阶台地上定居下来。
还有一部分“鸳鸯人”逆龙川河而上，在龙川河与榜沙河交汇的晋家坪定居下来。
这两部分远古先民，便在盐川和龙川创造了漳县的早期文明。
后来，考古者在距漳县东南40公里的新寺晋家坪村和距县城2．5公里的武阳镇发现了漳县最大的原始
社会遗址。
晋家坪遗址位于龙川河与榜沙河交汇处的一个三角洲上，文化层厚达3米，曾采集到属马家窑、齐家
文化类型的石器、陶器等文物四十余件。
学田坪遗址位于漳河南-岸的第二台地上，东西南北各达一千余米，文化层也在3米以上，曾经采集到
各种石器、陶器五十余件。
这些地方发现的大量古人类的遗物，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全部情况。
    在漳县出土的古文化遗迹中，除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外，还有寺洼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临洮寺洼而
得名)，主要发现在三岔镇东西坪。
除了以上古文化遗迹外，在全县各地还先后发现了众多的古遗遗址、古墓葬，出土了一千五百余件重
要的历史文物，属国家一、二、三级以上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件。
尤其是那口至今保存在盐史馆(盐昌寺院内)中的古盐井，被誉为“华夏第一井”，它揭示出这里的先
祖们在很早以前就走出野蛮时代，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李兴魁)    仕甘肃的版图中，有一块琵琶形的图案，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定西市南部，其地理坐标为
北纬34°25’～35°57'，东经103°57’～104°45’，东连武山，南靠岷县，西邻卓尼，北与陇西、
渭源接壤，这就是漳县。
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光辉历史，勤劳而勇敢的漳县先民远古时代就在这里辛勤耕耘，繁
衍生息，生产生活，创造文明。
    大禹治水成功，将中国分为九州，今漳县地属雍州。
后大禹封其少子于西戎，世代为首领。
今漳县地处西戎中心地带，原始先民在古老的盐川发现露头盐泉，经过不断挖大挖深，形成了中国最
早的大口浅井——盐井，所产食盐被后世称为“戎盐”。
从夏初以来，周人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部族。
周人的先祖弃，曾定居于邰，种植百谷百蔬，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后人便尊他为农神，
号后稷。
其子孙一直活动在甘肃境内。
文化遗存遍布天水、武山、漳县、陇西及西汉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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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商代时，古盐川(漳县)不仅有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食盐生产也已具相当规模。
到西周时，盐川已围绕盐井形成了一个以盐为主的商业集散地——古盐井镇。
到春秋时期秦国称霸西戎时，秦穆公首置“盐川寨”，这一军政合一的“盐川寨”便是漳县有史记载
的建置之始。
    从先秦置“盐川寨”后，一直到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始建县置，名鄣县，后来亦写作彰县、障
县。
    从公元76年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漳县县置经历了“五废六立”的曲折历程。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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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甘肃史话》丛书为甘肃省重点出版项目，旨在把甘肃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以生动活泼的文字、
图片展示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由原省委副书记马西林策划，两任省委书记苏荣、陆浩亲作总序。
原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和原副省长李膺也对该丛书的出版作
出重要指示，给予了具体指导。
    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德祥全盘规划和领导了丛书的出版工作。
这套丛书高标准、高质量的出版定位，严谨鲜活的文风，图文并茂的装帧风格。
是在他一丝不苟的要求下得以实现的。
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谢国西在提出这套丛书的选题构想获得各方赞同之后，精心设计了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使这样一套卷帙浩繁、规模庞大的丛书出版工作得以有序进行。
作为社长，他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省新闻出版局人事处处长罗和平是最早关注这套丛书出版规划的人士之一。
早在这套丛书的计划阶段，他就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丛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更做了许多指导性、
服务性工作。
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管卫中是本丛书的项目负责人，是这套丛书出版工作中最忙碌的人，他拟订了
编纂体例，负责组织各册稿件，审改全部书稿，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安排排版、校对、印制，监督图
书质量，实施宣传方案。
他的热情、执著、严谨、刻苦的品质，恰巧成就他为这套丛书最合格的实施人。
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车满宝既是本丛书的规划人之一，也是这套丛书的编校把关人之一，本丛书十
分“养眼”的装帧设计，凝含着他、当然还有外聘美编房娴等人的智慧和心血。
甘肃文化出版社编辑主任原彦平是本丛书执行编辑之一。
他为各册图书的编辑付出了细致而繁重的劳动。
    原省史志办巡视员、省地方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对这套丛书的编纂倾注了心力。
他对这套丛书的贡献至少在三个方面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一是在对这套丛书的推动方面。
他运筹帷幄，奔走南北东西，不遗余力宣传呼吁，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终使这一选题喜获各方赞同
支持。
二是在对各分册主编的遴选方面。
本丛书各册主编无一不是当地颇有造诣的文史工作者，无一不对当地文化历史有如数家珍般的了解，
张克复慧眼荐举他们担纲各册主编，保证了丛书稿件质量。
三是在对书稿文体篇目的确定方面。
他渊博的地方文史知识和丰富的编纂经验使得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使一些有缺陷的书稿最终达到
了史实的确凿、布局的完善和表述的恰当。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家昌、副部长马成洋和省新闻出版局有关
领导管钰年、李玉政、袁爱华、何远志、卢旺存及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孟臻等的支持。
省人大、省政协的有关领导也对这一选题计划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
全省各市、县党政领导对这套丛书的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他们的支持是本丛
书得以成功出版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各市、县主持编写工作的宣传部、人大、政协、文化局、志办等单位领导同志的周密组织和编撰人员
全身心的投入，保证了书稿的如期完成和文图质量。
在本丛书的编校出版阶段，甘肃文化出版社的王奕、温雅莉、李兰玲、贾立、郧军涛、周乾隆及马映
峰、王天芹、周桂珍、蒋潇、陶伟、何荣昌、宋姝鹏、史春燕、韩凤娜、马高强等以绣花般的细致，
挑剔出所有的瑕疵，使该丛书的质量得到了最终的保证。
    《漳县史话》是《甘肃史话》丛书之一，中共漳县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高度重视，县委
书记杨发升、党建中，副书记、县长杨爱平、郭世杰、刘静，先后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全面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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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导；四大家所有领导-都认真审阅了书稿。
部分离退休老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也审阅了篇目和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
已调离漳县的前县委书记陈新民，从北京赐寄文稿，表示热情关心。
《漳县史话》全体编辑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本书主编张守礼，退而
不休，不顾年老多病，既主又编，从篇目设置、逐篇编写、审改校对等各个环节，与六位编辑一道忘
我工作，团结拼搏。
正是由于上下左右精诚团结、共同努力，才使《漳县史话》付梓面世。
    与一块地域的悠久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相比较，任何文字的表述都是苍白的，都仅仅
是撷取了几朵浪花。
本丛书只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寻访甘肃大地历史文化蕴藏的线索图。
有兴致的读者朋友们不妨以本丛书为向导，顺藤摸瓜，寻幽探隐，以您的新发现，来批评、填补本丛
书之缺憾。
    《甘肃史话》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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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德祥等编著的《甘肃史话》丛书为甘肃省重点出版项目，旨在把甘肃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以生
动活泼的文字、图片展示给广大读者。
    《漳县史话》是漳县的一张介绍信。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绿色名县、中国蚕豆之乡、中国沙棘之乡、中国新型建材基地、西北盐业
重镇、陇上生态旅游休闲度假胜地、特色经济强县。
相信读者会从中发现漳县的独特魅力与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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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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