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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刘川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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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甘肃省副省长杨怀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靖远县志》问世了。这部志

I 书，是靖远县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它对于保存文献、积累资料，总
‘

结经验、指导工作，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靖远县的建设和管

理提供了真实而可资信的依据。这部志书的出版，是靖远人民的一件

， 大喜事，我谨对此表示祝贺!

I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之一。靖远从明成化间第一

1 次修志，至民国3 2年(1 943年)的45 o年间，先后编纂增补九次’。除

I辙麓黧篇篇勰麓羹漂纛篡薹
- 委员会，成立办公室，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广泛征集资料，锲而不舍，

I ·精心编纂，九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垂成新编《靖远县志》。看到

‘，。这一文化建设工程，感到由衷地高兴。
’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一部县志，就是一个县的搿百科全书”。

这部新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
9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f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详今略古，纪实求真，具体地体现了靖
+．． 远历史悠久，边陲重镇、交通便利，人才辈出，水利发达，资源丰富及中

国共产党组建较早的特色，着重记述了从古至今靖远的概貌、自然、经

? 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

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社会变迁，反映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



成就及人民群众爱国爱乡、振兴家乡的业绩。它会使读者从新旧社会

对比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加深对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解，从而鉴古知今，更加珍惜革命和建

设成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谱写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

章。

《靖远县志》的问世，。凝结了全体编纂者的心血。同时，也与众

多老同志和专家内行的亲切关怀、热心指教以及省、市主管部门、金

县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此，我向所有参与和关心这部志

书出版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i—一



。序 一言(二)“

蓥远耋蠢方志泰纂耋蚕会主藿赵得琮靖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糌附环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靖远修志始于明成化问，

．至心訇32年九次增删修订，现为靖远历史上第十次整理编修县志，是
建国以采第一次修志，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靖远，历史悠久。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繁衍生息．’西汉

武帝时建县制，历经沧桑，多有变迁，．数易其名，至清雍正八年定名

为靖远县，沿用至今。

靖远，文化发达。清康熙三十六年始设立培风等数所书院，许多

文入学士聚集于此，谈经论道，赋文作诗。1935年创立的靖远师范学

．校，桃李芬芳，人才辈出。建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等事业发展很快，自1977年恢复高考

至今，已为大啐＼专院校输送学生逾万人。 ，

靖远，物华天X。处于交通要冲，是古丝绸之路通往河西走廓的

必经之地，是黄河上游重要渡口的所在，是昔日控制秦陇、防御金城

的军事要地。1936年Io月，。工农红军西路军在虎豹口(和保口)抢渡

黄河，进军河西。因交通便利，城乡商贸流通活跃，曾是一万商云

集?日进斗金”之地，素有，旱码头”之称。县城南依巍巍乌

，兰，北临滔滔黄河，雄浑壮丽的钟鼓楼岿然屹立在县城中央，成为靖

远的象征．境内有肥沃的土地，有充裕的水利、电力资源；有富饶的

粮食，油料，瓜果、蔬菜、黑瓜籽、滩羊、发菜、鱼类等各类农副土

特产品资源；有丰富的煤炭、石灰石、铁、锰、铜、金，稀土等多种

矿产资源；工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较好，灌溉农业起步早。



靖远，钟灵毓秀。古代崇武尚文，武将辈出，有三国时著名破羌

将军张绣，，金代抗元将领郭虾虫麻，明平辽将军赵率教，清奋威将军王

进宝、镇绥将军潘育龙等。及至近代、现代有曾-9国画大师张大千一

同抢救过敦煌国宝的范振绪先生等一批文化名人。早在1 93 o#-即有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在靖远建立，1 93 2年曾发动搿靖远兵暴”，成立“陕

甘工农红军游击队”，1933年曾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出生入死、浴

血奋战的优秀党员和志士仁人。他们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

们的英名和功绩当永垂青史。 ：
⋯

靖远，兴旺向上。1 949午9月5日靖远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尤

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全县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

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县办工业初具规模，乡

镇企业迅速发展，交通运输日趋发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民族团结，

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 。 一

星移斗转，世事纷繁：我们有责任、“有必要把靖远的历史和现状

实事求是、．浓墨重笔，载入史册，以弘扬精神文明L光大文化遗产，

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裨益当代，惠及后世。、’。

今天，在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j经靖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体同志

的艰苦努力，经中共白银市委、。白银市人民政府的审定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编纂的《靖远县

志》正式付拌问世了。．这是靖远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也是靖远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的确可喜可贺。我相信，这对

于启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求实创新的精神，更好地

投入到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浪潮中去，对于认识靖远，宣传靖远．。发

展靖远，都将起到积极而广泛的作用。 ．

。

，在《靖远县志》的编纂过程中，靖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全体同



、

， 予，：

志．特别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潜心探究，刻苦钻研，反复考证，辛

勤笔耕，九载寒暑，三易其稿，圆满完成了这一浩繁工程，他们为这

部志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汗水，应当肯定和赞许；与此同时，省，市有关

领导、部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对这项工作给予了热忱帮助和

指导，兄弟县区，有关单位和关心修志工作的许多老领导、老干部和

社会各界人士，对县志的编修给予了许多协助和指点，在此，我代表

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

《靖远县志》是一部集百科于一体的方志，尽管编者苦心经营，

唯恐有所不周，疏漏、失当、附会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各界有识人士

批评指正． ‘‘‘． ’．
． ‘．

一九九四年八月

弋弓



凡’ 例

新编《靖远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新志，．

、为阐明其指导思想、编纂原则、编纂体例，特制定本凡例： 、

．，。 一、指导思想： 。

。

．

-。

l、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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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一，一 v’

2、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

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置于重要地位；，
、 3、坚持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原理，如实反映靖远

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别着重反映社会主义

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功绩。 一

二、编纂原则：

1、坚持创新原则，力求体现出新时代的特点及本县特色；

2、坚持。实事求是一、 -秉笔直书一原iN,0，力求反映事物之本

质，彰因明果； ，。 ：‘

3，坚持“详今略古謦的原则。新县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志，它

不是旧志的续修，但不等于不管过去，而是通贯古今，又一详今略

古一，坚持立足现代，侧重近代，因事而异上溯古代的原则，对古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
’

．

兰、编纂体例： i

1，本志为一代新志。全书凡：t-_-十六篇，采取中小编体，横排

竖写，首设概述，。统摄全书。



2、采用记，志、传，图．表、录渚体相结合的综合体例进行叙

事，并分隶于各有关篇日之中，力求体现本县特点。

3、叙事采取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尤以

经济诸篇为重点，揭示本县社会发展生产的基本规律。
。

4、从各篇内容实际情况出发，上限不封顶，有早有迟，下限止

于1986生rl-，人物篇、政权和党群有关部分延至1992年-。

5、本志首为大事记，按编年顺序排纂，叙事辅以诧事本末体，

儿属本县历史上之大事(自然、+社会、’人文)均属记载之列。
，、

6、对人物坚持“生不立传’’、 “入志从严”原则，‘‘。遴选当地著

名烈士、政界人物丫社会贤达、良工良农、能工巧匠，’⋯以及科技方面

有所建树者；-也选少数在靖远工作、有较大贡献的j有影响的客籍人
物，．实事求事地加以记述，反对靠曲笔’’和“隐恶扬善”，并辅以反
面人物传记，引以为戒。 ． ’．

7、对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事件的记述，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
搿暂行规定"》中提出的膏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采取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专志各编的方法，未单独设政治运动篇。 。‘。’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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