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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

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

家教委主任李

铁映．在定西

听取平凉地、

县负责同志汇

报后，为静宁

教育题词。

1991年7

月18日．原全

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国

务院副总理耿

飚(右五)及

其夫人赵兰香

途经静宁，与

静宁党、政、军

领导合影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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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李店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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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城农贸市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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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20年地

震后的静宁县文

昌阁

1 920年海原8．5

级地震后，静宁县县

知事周定宣与夫人、

儿子住在抗震棚内．

其后县衙门墙倒卦

存



1920年地震

后的静宁县东南无

量庙

1920年地震

后的静宁县东门城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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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历史沿革简表

匿———酉—]公元前272年
公元前221年

汉 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114

公元前105年

公元l●年

公元25年

公元7●年

公元213年

三国魏

西

东晋十六国

北朝

隋

公元220年

公元270年

公元317年

公元487年

公元583年

公元607年

唐
公元619年

公元734年

公元763年

五代十国

北宋·

公元907年

公元960年

公元1043年

公元1093年

南宋·金
公元1131年

公元1142年

公元1187年

兀
公元1227年

公元1304年

公元1369年

公元1668年

公元1913年

公元1926年

公元1936年

虫华人民共和国
公元1949年

公元1950年

西

天

州 天水

州填戎郡阿阳

州 天水郡

凉州

州

天水郡秦州略阳

天

陇右道秦州关内道原州

吐 蓍

秦风路渭州

原路 德顺军

泾原路 德顺军

泾原路 德顺军

熙秦路 德顺州

凤翔路 德

西行省巩昌路静

西布政使司平凉府静宁州

甘肃省 泾

甘 肃 省

二行政督察专员公

甘肃省定西分区

区

阿阳县 成纪县

纪 县

阿阳县 成纪县

成纪县

成纪县

陇 千 县

辖：陇于、水洛、威戎

治平、隆德、通边县

县

县

庄

静 宁 县



静宁县年降水量分布图





静宁县冰雹侵入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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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县年平均气温分布图



序。一

序

静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王煊主修《静宁州志》

后，240余年再无新志。史料几近湮没，无有系统记载。其间，静宁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静宁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胜利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块“苦甲天下’’的贫瘠土地上，他们

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创造出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光辉业绩。沧海桑田发

生巨变，地方志书理应重修，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盛世

修志，已成必然i1984年县委决定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组建县志编纂办

公室，选调优秀人才，拟定体例纲目，苦涉史海，辛勤笔耕，五度春秋，数易其稿，

终竣其功。这是值得静宁人民庆贺的一件大事。

这次修志，破除封建统治阶级的旧史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

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围绕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中心，注重记述各个历史时期

生产关系的变革，颂扬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具有“人民方志写

人民’’的鲜明时代精神。

这次修志，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分门别类，上下贯

通，忠于史实，正本清源，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洋洋数十万字，

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融为一体，自成为一县之“百科全书"，体现了生动的地

方特色。

这次修志，破除封闭式的编纂方式，实行“人民方志人民写"，除编纂办公室

专业人员外，全县50多个部门的80余人广征资料，撰写分志，陆续编印成书；还

聘请县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组织动员有关方面的人员分别参与座谈、调查、

撰稿、审阅等活动，实行领导、专业工作者和社会力量“三结合"，共襄盛举，众手

成志。这部付梓问世的新志，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产物。

通览新修县志，既可概见静宁历史和现状之全貌，也可鉴察以往工作之得

失，是各级领导“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的一面镜子；也是宣传革命传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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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静宁，位于华家岭之东，六盘山之西，素有“陇口要地"之称。远在原始社会，

这里就有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传说中“教民佃渔”，“始画八卦"的伏羲和“炼石

补天”的女娲，均出生在成纪水谷地。自汉置成纪、阿阳县，宋置德顺军、陇干县以

来，静宁境内多处置县，殆元以降，始改德顺州为静宁州，取“安静宁谧’’之意，“静

宁"始见于史册。

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人民，富于智慧、勤劳勇敢、刚直好义、淳朴善良。他

们创造着，革新着，生养将息着，默默奉献着。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业

绩，熠熠闪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静宁史册揭开了新的篇章。1927年共产党员李克生等

人在静宁宣传党的主张，书写标语。1935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静

宁，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静宁山河“旧貌换新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静宁

同全国一样，百业兴旺，各项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

定，经济持续、协调、稳步增长，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当此“升平盛世’’，编写县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全县人民的重托。

编史修志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静宁也曾多次修志，而现仅存的有康熙

五十五年(1716)、乾隆十一年(1746)编纂的两部《静宁州志》和民国年间编纂的

半部《静宁县志》手稿，其余均已散佚。现存旧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其信史

之绩，翰墨之功应予肯定。然囿于时代的局限，辑著中辄有溢美阿谀之弊，褒贬亦

非公允，“天人感应，皇言圣恩，夸称政绩，隐恶扬善，奸宄不载"，且有简略遗漏之

嫌。

1989年元月我赴静奉职，始知县志纂修已历时3年，甚感欣慰。遂召开县志

编委(扩大)会议，了解情况，同编委一起共同解决具体问题。然而，我对静宁历史

渊源之认识，仅才开始，加之本人学识浅陋，似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常与县志

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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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序 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静宁县志的编纂，经过各界人士的

戮力同心，终于付梓刊印了。我生在静宁，长在静宁，还在静宁工作过6年，对静

宁人民和静宁山水有着没齿不忘的眷恋，为此我甚感欣慰。借此机会向付出艰辛

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和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各界同仁深表敬意!

静宁自古为关陇要冲，咽喉之地。域内天地清淑，山河锦绣。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这块沃土养育了众多优秀的炎黄子孙，从古及今，廉能之吏，干练之才，

代不乏人。从骁勇能战的抵夏壮士曲珍到横戈扫虏的抗金名将吴玢，从备受康熙

嘉谕的慕天颜到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李世军，从参与“公车上书"的王曜南到投身

辛亥革命的受庆龙⋯⋯无不光彩照人，辉映史册。他们于国不弃四方之志，于家

不乏乡土之心，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篇章。

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静宁人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

道路，奋发图强，除旧布新，艰苦创业，脱贫致富，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

稳步发展、文化上百花争妍的崭新局面。盛世修志，此其时也。我想，在“史志一

体、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和“资政、育人、存史"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修好县志，对

一个县来说是继往开来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览古察今，进行具体的历史对

比，增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求训致用，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掌握本县的自

然、经济规律和社会、人文变迁，避免失误，加快建设步伐；恢宏传统，继承和发扬

前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励后来者奋发向上，夺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新胜利。

这部县志实际上是前人在实践中“写”就的。现在，在实践中进一步“写”好县

志的重担落在了今人和后人肩上，任重而道远。愿与有志之士一道胼手胝足，披

荆斩棘，建设家园，造福桑梓，把静宁的山山水水“写”得更加美丽富饶。

j、

甘肃省税务局副局长刘思义

1990年11月1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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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结构分编、章、节、目4层编写，内容较简的则分编、章、节或编、章两

层。首立概述、大事记，中设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物6编，凡5l章、174

节，末缀附录。

二、志书时限，上自事物的发端，下至事物的终结，未终结的至1985年，个别

略有下延。

三、除概述、大事记外，其余各编采用以事为经、以时为纬的记述方法。在内

容上，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力求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散记入。

四、表述体裁以志为主，采取记、传并用，图、表穿插其中，附加必要的考

(证)。

五、文字叙述，除部分引用古籍原文和少数有特定含义之处用繁体字外，其

余均用语体文记述，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按《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进

行标点。

六、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用当时习惯称谓。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

年用汉字，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皆括注公元纪年。未注明世纪，只记年

代的皆指本世纪，如50年代，即1950年一1959年。

七、计量单位，民国以前的照录，括号内一般注明准确的换算值。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使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1985年在世而有影响、有贡献的人物，

及副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级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均以简介和表的形式载入。有

些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写入有关章节。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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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用汉字。
’

十、本志资料来自多方面，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当代经济数字多以县

统计局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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