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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灵台县志》从1982年开始酝酿，1983年制定方案，着

手资料征集，1 994年进入编纂，六度寒暑，八修篇日，四易其

稿，总纂成书，即将出版面世。这是灵台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丰

硕成果，政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灵台县地处甘肃东部边陲，古属禹贡雍州，为关陇要冲。远

古时期，即有先民在此繁衍居住，不断创造并为后世留下绚丽多

彩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域内山河锦绣，泉甘土沃，资源丰富◆

地灵人杰。县境间商为密须古国，周有密国都城，秦汉以来，；

州、郡、县建置番替，州建北雍、行原，郡设赵平、安武，县置

鹑觚、阴密、三水、安武、朝那，良原，至唐天宝元年置灵台

县，于今一千三百七十余年不改其制。灵台民风淳朴，民俗善

良，知本务实，励建家国。历史上，人才辈出，代不乏人。皇甫

谧、牛僧孺名载史册；廉能之吏，干练之才，累树勋业。近现

代，灵台人民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进行

了前仆后继的斗争j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团

结战斗，出现了政通人和，物阜民康的局面。盛世修志，适得其时。．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从古及今，编史修志，经久不殆。第

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时期，对认识过去，开创未来更为需要。一部志书的编辑出
·

f手



2 壁

版，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精神文明的代表；是一世一地盛衰

的写照，物质文明的纪实；也是求训致用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

存史之章。意义深远，作用重大。

灵台修志，源远流长。明、清以迄民国，三次编纂，相沿不

绝。旧志虽曾为灵台地方历史、政冶、经济、文化、社会、山

川、人物以及风土民情等诸多方面积累了不少珍贵史料，但囿于

历史原因，又难免各自不同程度的存在搿天人相应西、崇尚迷

信，皇言圣恩、贵贱世族、夸称矿政绩捧、“经世致用一等有害

糟粕。新修《灵台县志》，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继承旧志，既不苛求古人，又

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审慎筛选，以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和严谨的体例，翔实的资料，立足当代，穷根溯源，纪述

灵台自然与社会变迁，探索前人治理经验，既保存了丰富的历史

资料，又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为认识灵台’，治理

灵台，利于当代，荫及后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搿资政、存

史、教育一具有一定意义，对灵台的崛起和振兴必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

纵观历史，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

千秋繁衍，功垂名立。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灵台

人民必将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开拓前进，锐意改革，开发致富．

大展宏图，不断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无愧前人，惠对后代。

让灵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征途上。，奋力勇进，振翅腾飞!
：

郭继芳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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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灵台、新编县志，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

文化建设方面的两件盛事。

新编《灵台县志》，从筹划准备，到收集资料，撰述编次，

修改润色，定稿成书，前后历时六年，即将付印问世，以飨全县

人民。我县位于泾渭之间，地处陇东南陲，与陕西长武，麟游、千

阳等县接壤。远在史前，这里就有先民艰难开创的足迹。商周之

际，曾有密须古国，文王伐密筑灵台的历史故事，至今流传不

衰。秦汉以来，域内多处置县，唐代定制，取名灵台．一直沿用

未改。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化，醇朴的民风，哺育了晋代名医皇

甫谧这样的杰出人物，这是全县人民的骄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华夏史册翻过了旧的篇章，我县的历

史也随之揭开了新的一页。1 93 5年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

1937年罗炳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经过我县，播下了红

色的种子。因距陕甘宁边区较近，地下党组织在我县西屯，梁原

等地相继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使灵台山河旧貌变新颜。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扫雷英雄姚显儒以及其它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

模范人物，不可胜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

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全县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

各项事业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4

追述前人的功德，是为了激励后来者的志气。为了建设社会
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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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文明，振兴灵台，中共灵台县委，灵台县人民政府子

1982年决定新修县志，遂成立了灵台县志编纂委员会，聘请专人组

成写作班子。领导和编辑人员一起，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立足当代，古略今详，执着求实的

原列，力求材料翔实，观点正确，方法科学，既有历史价值，又

有现实意义。

我国自古就有编修地方志书的传统。前人撰著的灵台县志共

有三部，最早的一部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七年，最晚的一部出版于

民国二十四年。这三部旧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其信史之

绩，翰墨之功，应予肯定。但囿于时代和阶级，辑著中辄有筒略

遗漏，浮于藻饰，溢美阿谀之弊，褒贬亦非公允，更有阶级偏见

和封建迷信杂陈其间。这次编写新志，对旧志采取批判态度，不

因袭照抄。在保持史料本来面目的前提下，本着“吸收其精华，

排泄其糟粕"的原则，谨慎取舍，博来详稽，，补阙正误，以见历

史之实，匡前人之谬。当代部分的时间区间虽短，材料却十分繁

浩。有关历次政治运动的材料，均严格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精神加以处理；与四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的地理资源，

科技、教育等，叙述较详，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和“文革”中

的大事，则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概从略o
。

这部新编《灵台县志》，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尤其

是编辑人员，在人手少、经费缺、条件差的情况下，克服困难，

勤恳工作，为了搜集资料，北上京津，南下沪杭，跋山涉水，登

门拜访，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为了尽快脱稿，寒冬摇笔，酷署伏

案，几易其稿，数番增删·倾注了不少心血；更有年逾花甲的离



壁 3

退休人员，不顾年事，尽心竭力，发挥余热，令人敬佩。全县人

民对他们感念不忘。 ．

新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地领导的关怀和各界知名人士、

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的支持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新编《灵台县志》，上溯殷商，下迄公元1 98 5年，叙四千年

问事；采用新的体例编纂，全书四十一章；用语体文叙述，约计

七十余万字。由于是集体分工编写，虽经主编整饰润色，定稿，

文字风格仍难统一。至于其他缺点，也在所难免，请全县人民指

正o
·

郑显璋

宋春明



凡 例

一．本志书为灵台县通志，上限力溯殷商，部分章节则从1840年鸦片战

争时起，‘下限一律断至1985年底。

二．本志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广征博采。有批判地继承遗产，古今并收，以今为主。

。三．本志书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以横为主。即按志书内

容作横间编排，依发展时序纵向记叙。篇目区分，以专业为章，以项目为节，

以典型记事为目，一般为章，节、目三个层次。

四，本志书记载灵台县自古迄今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

人文等内容。概述编入志书之首。全志设41章，170节，225目，计70余万字。

并附图8幅，表156种，照片50帧。
‘

五．本志书除部分古代记事、人物用浅近文言文表述外，其余均采用语体

文、记述体。按志书内容和编写要求，记，志、传，图、表、录并用。

六．本志书谨遵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对1985年底以前的革命烈士，

知名人士，原籍本县的党，政，军、事企业县团级以上干部、高级知识分

子，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和省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均以表，录形式

表述o ．

七j本志书全部资料来源，一是录自省，地，县档案，众人口碑、报刊和

县级各器门提供的资料；二是引用历史资料o 1949年后的经济数字均以统计

部门数字为准。

八．本志书清代以前，用帝号纪年，中华民国用民国纪年，均加注公元。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书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悉用当时通用单位。中华人民共

和国初期的货币单位“万元"，则统一换算为现行单位“元”o

十．本志书采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标点符号按目前标准用法使用。

十一．本志书中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之提法，均以本世纪

即二十世纪而言o

《灵台县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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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灵台县地处陇东南部，东南连陕西，北棒泾JIf，西与崇信毗邻。全境东两长78公

里，南北宽40公里，总面积1991．5148平方公里，有耕地94．12万亩，其中粮田77．09万

亩。全县辖16个乡(镇)，228个行政村，1 45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3 9 2．4 4户，201 2 38

人。

远在商周时，这里就建立过密须同和密圈。秦、汉，晋、魏，隋等朝，曾罱鹑觚，

阴密、三水、朝那、安武、良原等县，唐天囊元年改鹑觚为灵台，沿至今日。境内百

单、梁啄镇，在十六国时和唐代曾是军事重镇，屡为兵争要地。

灵台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的摇蓝之一。境内巳发现的120多处仰韶，

齐家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和一些旧石器遗物，充分说明在远古时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

息。此外，还有西屯白草坡“漯伯”、“暖伯”墓葬群出十的两周铜兵器、玉人俑，吊街

两岭出土的“吕姜簋"，什字姚家河出土的“乖叔鼎”，百里洞山两周墓葬群}H土的大

铜鼎，粱原周家庄出土的铜柄铁剑等。在这块士地上先后共出土历史文物6000余件，经

中央、省，地调展的1400多件，西周玉人俑还曾运往围外展出，

县城内有一古迹“灵台冲，系昔日周文壬伐灭密须国后所筑。灵台县亦由此命名，

具有数千年厉史的“灵台"，几经沧桑，数度兴废。1985年，经再次霞修，新台全高36

米，上建亭榭，雕梁丽栋，辉煌壮丽，内塑周文王像，供群众游览观赏。巍巍“灵台"，

凌空屹立，阅尽人间春秋，象征着劳动人民创造文明历史的勋迹。

灵台地灵人杰，英才辈出。这里曾是我圈晋代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皇甫

谧和隋代完成礼乐仪制的牛弘及唐代宰相牛僧孺的古乡。皇甫谧中年悉心钻研针灸学，

纂成古今中外闻名的《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经典著作，为后世针灸学发展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牛僧孺好学博闻，工属文，著有《玄怪录》十卷，为中同传奇小说发端之

作。

灵台县邻近陕甘宁老解放区，广大人民受光荣的革命斗争影响，1947年在西屯乡的

小村，进殿，梁原乡的王家沟，朝那乡的盘头，邵寨乡的东郭及蒲窝，北沟等乡村，裥

继建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后又建立起中共灵台工委，领导群众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

挠的斗争，对灵台县的解放，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灵台县境，属西北高原关山支脉泾河流域区，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220米，地

貌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山川原兼有，年平均气温8．6℃，年降水量650毫米左右，无霜

期159天，适宜农作物生长。但因地属西海固地震频繁活动带，曾在明清两代及民国九

年先后多次发生过五至七级地震，监且历史上时有干旱，汛潦、冰雹，霜冻以及病虫等

自然灾害，对农业危害较大。这里虽有秀丽的山川河流，丰富的自然资源，俭朴笃实的 I

风土民情，但囿于漫长的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加之交通闭塞，工少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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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薄弱，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本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然经济，人民生活处于贫

穷的深渊之中。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9990．28万斤，工农业总产值1495．6万元，其中

农业产值1463．6万元，工业产值32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逐步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发展。但由于“左"的错误路线影响，几经曲折，进展

缓慢，1977年，粮食总产14636．77万斤，工农业总产值3129．34万元，其中农业产值

2637．55万元，工业产值49I．79万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

正，经济建设出现了腾飞势头。灵台经济建设，从县情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

势，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商品经济，公路交通，联系四方，流通领域，形势喜人，市场

繁荣，贸易兴旺，城乡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平地拔起，房舍不断更新，灵台古县旧貌变

新颜。1985年，粮食总产13088．1万斤，工农业总产值5605．07元。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

新的发展，1985年，全县有普通中学14所，农(职)业中学2所，各类小学355所，幼儿

园2所。在校中学生981 3名，小学生32222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有县级医院2所，

病床140张，农村中心卫生院及乡卫生院16所，病床147张。有县级影剧院1座。县广播

站还建起了电视差转台，调频广播发射台及地面卫星接收站。

盛世修志，资治盛世。我们的祖先曾经使这块土地大放异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灵台人民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必将以志为鉴，

继往开来，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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