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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历届组成人员

．第一 届

(1985年9月11日"-'1988年3月14日)

主 任张振洲(藏)

副主任嘉洋(藏) 省维礼王学惠
委 员道尔吉(藏) 牛富山 马少光(回)

刘普高(藏) 李彦章(藏)

第二届

(1988年3月15日"-'1990年3月26日)

主 任赵志德

副主任嘉洋(藏) 杨永吉(藏) 才让贡保(藏)
委 员汉广平 田富生 杨红光(藏)

赵世瀛 俞孝民 荣言道

东考(藏) 拉毛才旦(藏)秦有财(藏)

刘普高(藏) 柳海生

第三届

(1990年3月27日"--1993年7月9日)

主 任嘉洋(藏)

副主任代茂(藏) 尕考(藏)

尕藏久美(藏)才让贡保(藏)
委 员柳海生 赵彦宏

昂老(藏) 达智合(藏)

旦培(藏)

赵振声



秦有财(藏)

宁小平

第 四 届

(1993年7月10日----1997年1月4日)

顾 问贡保甲(藏)

阿老(藏)

嘉洋(藏)

主 任旦智塔(藏)

副主任黄新生

尕藏久美(藏)

委 员史扬

马西热(藏)

宁小平丁月、f

达智合(藏)

看召杰布(藏)

申战荣

杨茂栋

卓 白(藏)

主 任

副主任

扎西(藏)

德合拉(藏)

尕藏成来(藏)

尕考(藏)

才让贡保(藏)

孙延安

王永久(藏)

陈忠仁(藏)

常学信

杨继军

才保(藏)

李玉清

马金平

第五届

(1997年1月5日～)

罗赛(藏)

华尔旦(藏)

祝志荣

赵振声

顾志远(藏)

勒卜塔(藏)

王陆建

尕藏甲(藏)

远路保(藏)

林耀武

旦智塔(藏)(1997年1月5日"-'1998年9月)

马建华(藏)(1998年9月～)

扎西(藏)(1997年1月5日"--2000年9月25日)

才智(藏)(2000年9月25日～)

张毅(1997年1月5日"--1998年7月)

鼍盛溪



委

张正雄(1998年7月～)

尕考(藏)(1997年1月5日～ )

才让贡保(藏)(1997年1月5日"--'1998年1月)

包兴(藏)(1998年1月"-'1999年7月2日)

扎西(藏)(1999年7月2日～)

李先保(1997年1月5日～)

尕藏久美(藏)(1997年1月5日"-'1999年3月)

员常学信 孙延安 贡保才旦(藏)

秦有财(藏) 胡海源 尕尔考(藏)

宁小平 陈忠仁(藏) 严和平

才虎杰(藏) 包兴(藏) 李瑛(藏)

马德福 陈闹日(藏) 尕藏甲(藏)

久美(藏) 张作祥 拉毛才旦(藏)

喜合道(藏) 旦巴达吉(藏) 杨晓林

林耀武 达智合(藏)． 王永久(藏)

尕尔藏(藏) 罗道合(藏) 杨景林(藏)

李金城(藏) 勒卜塔(藏) 雍凤兰(女)



《玛曲县志》编纂人员

主 编陈忠仁(藏)

副主编孙继承

编 辑宁小平 卓 白(藏) 聂合·交考(藏)

加怀才让(藏) 郑绍娟(女) 尕玛达杰(藏)

余永明
’

主 任

(党史县志办)

副 主 任

工作人员

《玛曲县志》办公室成员

王学惠(兼)(1985年9月11日"-'1987年3月24日)

宁小平(1993年4月8日"--'1994年5月6日)

陈忠仁(藏)(1994年5月6日～ )

尕尔项(藏)(1988年3月29日"---'1989年8月10日)

陈忠仁(藏)(1990年1月17日"-'1994年5月6日)

卓 白(藏)(1992年1月9日"--1993年4月8日)

杨耀景(1990年7月"--'1991年4月)

孙继承(1991年4月"--,2000年9月29日)

加怀才让(藏)(1993年3月"--,1996年1月)

郑绍娟(女)(1993年3月'-'-'1995年5月)

秦文忠(藏)(1994年8月"--,1995年11月)

杨林平(1995年3月"-'1995年10月)

杨俊民(1995年3月'-'-'1995年10月)

陈全忠(1996年4月"-'1996年11月)

付家红(1996年4月"--'1996年11月)

聂合·交考(藏)(1997年4月"--1998年6月)

吉考(女)(藏)(1998年12月～)

余永明(1999年6月9日～)

尕玛达杰(藏)(199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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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世纪之交的春风，《玛曲县志》历经十载的辛勤耕耘，终于出

版问世，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玛曲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也是

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如愿完成的一项重大的文化工

程，更是全体参与编纂人员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玛曲县志》以县境藏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建设新玛曲的特点。

坚持“两个离不开”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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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一

点，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正本清源，详今明古，突出了民族和地方

特色。首次全方位地记述了玛曲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全

过程，比较全面而突出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

期，玛曲所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化，展现了玛曲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

异的精彩画卷，展现了全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前进

的时代风貌，对后人认识玛曲、了解玛曲、开发玛曲、建设玛曲提供

了内容真实而丰富的珍贵历史资料和借鉴。

玛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端和甘、青、川三省交汇地带，天下黄河

第一弯曲部，自古就是党项、钟存、先零诸羌等藏族先民的居牧之所，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富饶神奇，钟灵毓秀，在藏族地区有一定的地

位和较高的知名度。古称羌区析支河流域，战国时属以白鹿为图腾的

董氏(党项)印迷滇岭之“钟存部"。隋时属河源郡。后属吐蕃诸部

脱思麻(多弥)、朵甘都司巴西诸部、蒙古厄鲁特和硕特部和拉卜楞

之盟的河曲诸部。玛曲县是一个藏族聚居的畜牧业县，以“羌中畜牧

甲天下’’而闻名。藏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0％，游牧民族社会文化

气息浓厚，素有“神秘的羌海’’之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玛曲于1955年6月正式建县，从此

结束了玛曲没有建置的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在党的政策

光辉照耀下，千百年来被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奴役压迫下的

广大藏族人民翻身作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各民族平等的优

越性，玛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迅



序 一 3

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民族政

策的激励下，玛曲县各项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民族团结，政治

稳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

活质量大大提高；地上地下资源形成规模开发，县域综合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各项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到1 997

年底，总人口3．6万余人的玛曲县，工牧业生产总值达1．25亿元，黄

金年产量1200公斤，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达2003元，年财政收入达

3126万元，提前实现了财政自给。玛曲已在甘南州社会经济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玛曲地广人稀，风景迷人，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美好

的发展前景。这里地势平坦，草原广袤，水草丰美，雨水充沛，是得

天独厚的“亚洲第一”牧场，饲养着大小牲畜六十多万头(只、匹)。

蕴藏着储量丰富的金、铁、钨等金属矿和泥炭、大理石等非金属矿。

栖息着梅花鹿、雪豹、水獭、黑颈鹤等珍禽异兽。伴生着冬虫夏草、

水母雪莲、甘肃贝母、红景天等名贵药材。还有久负盛名的“天下黄

河第一弯99“中国高原明珠——西麦朵合塘"、神奇的宗格尔石佛洞

等。

现在，玛曲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盛世修志”，

我们要以史为镜，以志为鉴，珍惜历史经验和稳定发展的局面，高举

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调整经济结构，发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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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玛曲县委书记旦智塔

玛曲县人民政府县长扎西

1998年9月10日



序 二

玛曲县是解放后新设置的县，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阳光雨露哺育

下发展兴旺起来的年轻的县。然而玛曲这块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流

金泛银的绿色宝地在我国古老的《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西羌

传》中就已有了记载，这片以“析支河曲一而著称于世的地方，它不

仅是古代氐羌民族的发祥地和大规模南迁的“民族走廊"的起始地

带，也是今天甘、青、JII三省交汇区域交通孔道和“汉藏走廊"的腹



廷承认的部落土官头人统治而无行政建置。隋唐时期虽属河源郡，

元、明、清三朝卓格尼玛一带属巩昌府洮州辖地，但也仅仅是徒有其

名，鞭长莫及。清末至民国时期甘肃、四川、青海三方为争夺对其地

的统辖权，一度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至血洗，使大量牧民流离

失所，无以为生，流落他乡。1949年9月玛曲人民获得解放，沐浴在

中国共产党的阳光雨露下，欢欣鼓舞地步入民族大家庭的幸福殿堂。

从此，玛曲地区的藏族人民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玛曲县地域辽阔，草原宽广，雨水充沛，牧草丰美。黄河自巴颜

喀拉山发源，一路东下，越过青海果洛草原，从木西合进入玛曲县，

经西、南、东环县境北流，再折而西返，形成“天下黄河第一弯”。唐

诗人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名句中的

意境在这里得到真实的印证。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除

草场、畜种资源外，野生动物资源、水资源、药材资源、渔业资源以

及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黄金矿

的开发已成为畜牧业以外的又一支柱产业，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不仅矿区面积大，品位高，而且储量丰富，具有开发周期长的

特点，已成为又一大优势。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培育了以体格高大，

适应性强，乘挽兼用，能爬高山，善走草地而著称的“河曲马"和体

一习一捌；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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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3

大耐寒、生长快、肉质好的“欧拉羊"、“乔科羊"，以及在县域畜牧

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高原之舟’’牦牛等优良品种而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而且为国家和内地各族人民提供了质量上乘、数量巨大的肉食

和皮革及牛羊毛、绒等畜产品。

建县四十多年来，玛曲县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日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人身依附于牧主的贫苦牧民成了草原的主

人，享受着国家主人翁的权利。工业、交通、邮电、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事业欣欣向荣。西倾山下，积石山麓，草地茵茵，黄河碧澈，

牛羊肥壮，人民安居乐业，载歌载舞，欢庆丰收。我们相信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玛曲县的未来将更加灿烂辉煌!

编修县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玛曲而言尚属破天荒的事

业。是汇集一个县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

统、科学的有独特历史的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毛泽东主席历来就

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指示我们，要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地方志

是地情、国情的最全面、准确和权威的载体，编修《玛曲县志》是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事业。玛曲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的编纂

人员抱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克服人员少、经费短

缺和资料匮乏等困难，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方志学理论和前人修志

的实践经验；一面忘我地投入编修县志的工作，“摸着石头过河"，边

干边学，学以致用，十一载寒暑，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辛勤笔耕，终成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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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帙。因此，我们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全体编修《玛曲县志》的

编纂人员和积极支持、关心过县志并为其贡献过力量的各界人士表

示感谢!

《玛曲县志》是一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弦编修的一部地方性综合性

大型地情书。它摒弃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与民族偏见，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突出了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同时也如实

地记述了一大批时代楷模在玛曲县的各项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展

卷浏览，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玛曲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大

无畏的精神，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的辉煌

业绩。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环境，

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外来势力的分裂

活动；作为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密切联系

群众，学习县志，用好县志，根据县情，做好玛曲县的工作。

展望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要以史为鉴，扬长避短，抑恶扬善，

奋发图强，加快改革步伐，以迎接二十一世纪黄河首曲更加美好的明

天。

因此为序。

中共玛曲县委书记马建华

玛曲县人民政府县长才智

2000年12月28日





198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剐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嘉木样‘

洛桑久美·圈丹却吉尼玛和贡唐仓·丹贝旺旭陪同视察玛曲ed"·-／r．．'IL日玛草原小总o

1991年8JR 10日，中共甘肃省萎书记顾童池视察玛曲菹场。



1995年8月，甘肃省政协副

主席嘉木群·洛桑久美·图丹却
吉尼玛视察玛曲o

1994年8月，甘肃省政协副

主席黄正清视察玛曲。

1997年8月12日，国家地矿

部部长宋瑞祥在玛曲格尔柯黄

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调研

指导111：。

1988年6jel，全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贡

唐仓-丹贝旺旭在阿z仓举行

的“mj-．轮灌顶”法会上讲经。

Pr



中-'Jr-玛曲县垂

玛曲县人丈、政协办公楼

玛曲县人民法院

玛曲县人民政府

玛曲县人民检察院

玛曲-tl-公安局



首曲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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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支河曲是故乡

：●一

梦中的香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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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t山那一边

草原人束



黄河磊上彩云间 青驵徜徉在水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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睃拉羊 乔科羊

冬虫夏革 贝母



1979年8月，玛曲黄河大轿竣I通车典礼

两(河口)阿fz仓，公路

录(海)玛(曲J公路

r!二=jiii一—■■■■■■■■■一

齐哈玛黄河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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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县水利电力局办岔大楼

发展中的玛曲电力1jr,lu

现代化通讯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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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昙领导班子成员
前捧左起：张,-F雄
德合拉 才智

马建毕 尕考
囊拜 李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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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尔项 昂青
安旭林 它兴
陈闹日 冯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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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玛曲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力求实事求是，一分

为二地记述全县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及自然的历史与现状，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

二、本志在体裁上，严格遵循志书的要求，采用述、记、志、传、图、表、

录、考和照片的有机结合，按事分志，纵述沿革，横陈现状，纵横结合，以横

为主，使全志既有纵的连续性，又有横的广泛性。篇目结构的设置，采用卷、章、

节、目的形式，层次分明，门类齐全，前后照应，相互联系，浑为一体。

Z易



十、《大事记》中“△"在“某年"之下者，表示知其年不知其月，在“某

月一之下者，表示知其月不知其日；在某一朝代之下者，表示只知其事件发生

的朝代而不知其年月。

：'降”wJ砖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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