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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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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t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富春视察刘家峡水电站建设工地



198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临夏州太子山林业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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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

朝有史，各地有志，志史相表里，客观反映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历史与现

状。它使我们了解地理变迁，经济盛衰，政治得失，风土人情，以鉴古察今，继往开来，

利今世而惠后人，意义重大。

历代重视修志。就临夏来说，明嘉靖时郡人吴祯首修《河州志》四卷；清康熙二十

六年张瓒纂修《河州志》两卷}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纂修《河州志》六卷；宣统年问知

州张庭武、郡人杨清等编纂《河州采访事迹》(或称《河州续志》)六册；民国20年徐兆

藩监修、黄陶庵编写《导河县志》八卷。还有民国19年马凯祥修、王诏纂写《和政县

志》两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6年之盛世史，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历史时期。国

逢盛世，百业兴旺，修成社会主义第一部新方志，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任临夏州第八届人民政府州长时，开始起步编修州志。1985年8月成立修志机构，

选调人员；1986年4月重新成立编纂委员会，由我出任主任，修志机构纳入政府序列，修

志工作列入“七五”规划；州人大常委会作出修志决议；制定州志编纂方案，落实分志

撰写任务；设立办公地点，配备办公用具，开拨修志经费，正‘式开展工作。相继决定购

置价值5．5万元的《四库全书》以及《资治通鉴》、《二十五史》等一批书籍，为修志奠

定良好基础。后在第九届州人民政府的接力狠抓下，经全体修志人员艰辛努力和社会各-

方面通力配合，众手成志，为桑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业绩。在此，我对所有参与州志编

纂的各分志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临夏州志》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如实地记录了临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

共和国建立36年来各项事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依据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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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揭示了各项事业发展规律。这对于“鉴往知今”，服务当代，指导和推进今后

各项工作有着深远意义。当前，在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

真回顾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坚持和发扬正确的方面，防止和克服错误的东西，坚持实践

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用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

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经

济规律，经过科学论证，制定出切合本地实际的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和有效措施，付

诸安施，切忌盲目变革生产关系，违背群众意愿，照搬照套，一刀切等急于求成的做法。

《临夏州志》在这方面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生动的材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

的东西。

《临夏州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而成的一部“百科全

书”。它与历代官书有本质的不同。它摒弃时代阶级的偏见和局限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突出了人民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主线。临夏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傥的领导下，发扬勇于开拓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血汗浇铸成今

天来之不易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人民的首创精神和顽强拼搏，我们将会一事无成。在

这改天换地的伟大进程中，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尊重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同人

民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把“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座右铭，从而克服重重困难，

取得一个个胜利。今天，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反渗透和改革开放的严峻

考验。能否经受住考验，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和干部要更好地发

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养，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廉洁奉公，严守纪律，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的事业

才会大有希望，定能达到目的。

临夏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共同开发并创

造了临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以说，临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史。但是，在历史的

长河中，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极力推行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政策，制造民族隔阂，一

次次地把各族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妄图维护其反动统治，无不在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

斗争中宣告破产。历史证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统治阶级是不能也不可能

解决民族问题的。解放以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临夏各族人民才结束了过去

的悲惨生活而获得新生。尽管在前进道路上曾遭受过一些挫折，但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

照耀下，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崭新的民族关系已被确立，民族团结更加巩固，各民族干

部和群众亲密无间，平等相处。尤其是近十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扶持和发展少数

民族地区的倾斜政策，使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物质、文

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与提高。现在自治州内民族和睦，社会安定，经济平稳发展，是

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好时期，各民族干部和群众正在不遗余力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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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而振奋精神，团结奋进。自治州发展的历程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各族人民才有幸福的今天；只有共产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我坚信，既

然我们的先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创造出临夏的历史文明，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

和我们的后代，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前人无法比拟的更加光辉的未来。

《临夏州志》即将问世，我希望修志工作要代代相传，不间断地继续下去，一代胜过

一代，使之发扬光大。

乃釜厂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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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黄河上游的临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马家窑文化、

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至今仍闪烁着璀灿的光芒。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境内各族人

民栉风沐雨，共同开拓，创造了临夏的文明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

炳灵寺石窟艺术举世闻名。特别是在近代，临夏各族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掀起的

波澜壮阔的斗争声震全国。一批爱国英雄如朱贵、马福禄、马彪等将领曾率众驰骋于鸦

片战争、抵御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场，屡建奇功，名垂史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又有胡廷珍、牙含章、鲁瑞林、唐万成、马和福等一大批革命者为祖国的

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天回地转，物换星移。1949年8月，临夏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历史的新纪

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临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奋发图强，历尽艰难曲折，使临夏

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临夏州顺应

“盛世修志”的规律，决定编纂《临夏州志》。

编纂临夏州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很有意义

也很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州委、州政府领导下，在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具体部署

指导下，经过全体编辑人员5年多时间艰辛努力，《临夏州志》终于修成问世。这是全州

文化事业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当代，而且对子孙后代鉴古察今、资政寓教、激浊扬清、

继往开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临夏州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临夏州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既充分记述许多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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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也比较客观地记述了曲折和教训。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本地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

律，充分了解和认识州情，为临夏今后的施政和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希望全州各族人民群众、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尤其是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要认真阅读和研究《临夏州志》，充分利用州志成果，深刻认识州情，

抑恶扬善，扬长避短，奋发图强，勤廉旎政，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步伐，为临夏州

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而作出积极的奉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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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地方志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是鉴古知今，承上

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是本地区历史的忠实记录和当代文

明的真实写照。编纂临夏州新志，必将为尔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事业发挥资政、教化、存

史的积极作用，是建国36年来全州文明建设史上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巨大工程。

古称河州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历史悠久，各族人

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久负盛名。历史上有古袍罕、彩陶之乡、河湟雄镇、丝绸之路商贸集散地，中国穆斯林

的“小麦加”，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之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又有西北簟旱码头”之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称赞“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为了继承光荣传统，加强民族团结，更好的开创未来，编写好新州志，是我们的历史责

任，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1986年4月23日，州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州人民政府主持编

纂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的决定》。八届州政府在州长马玉海领导下，为新编地方志奠定良好

的起步基础。1987年6月，州政府换届，由我出任州长，继任编委主任，我和各位副州

长及编委全体同志，在中共临夏州委领导下，不负众望，调整班子，充实人员，保证经

费，加强领导，奋发图强，加快州志编纂工作的进程。全州上下，各行各业，通力协作，

盛世修志。《临夏州志》编辑人员，在第一阶段广征博采，深入调查，共搜集1．6亿字的

资料，共同编写出600多万字的文稿。总纂合成的第二阶段，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呕

心沥血，三易纲目，三易其稿，三审把关，经过5年多的艰辛工作，才使这部共39个部

分、200多万字的新编《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编纂成书，定稿付梓。其间甘苦，不言而喻，

我谨向所有参与州志各分志的编修人员及总纂合成的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深切的敬

意和由衷的感谢!

从总体上看，新编临夏州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它以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对浩瀚如海的大量史料分析辨别，

去粗留精，去伪存真；按照贯穿古今、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原则，坚持用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认真筛选，基本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它纵贯

古今，横及百科，较为全面正确地记载了全州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并力

求正确地总结全州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为我国地方志丛书增添

光辉篇章。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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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传世巨著，如果没有质量，就没有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编州志必

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我相信，它定会对全州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定会给各级领

导宏观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定会成为了解州情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成为我

们为后人留下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资料，成为各部门、各方面人士了解和研究I临夏

州的“良师益友”。它是全州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开出的一朵永不凋谢的精神文明之花。

我建议全州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均应购置收藏，以备查阅；一

切关心临夏的人们，尤其是临夏籍的每一个有文化的人也应自置一套备用。

新编临夏州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全州人民庆幸的大喜事。编委会嘱我作序，我心

情格外激动，禁不住要为它的诞生而由衷地祝贺。．州志的出版发行，必将能更好地宣传

临夏，认识临夏，提高临夏的知名度；必将有助于激励全州人民团结开发，振兴临夏，创

建临夏更加光辉的未来。

≯／7夕7书

“抟黔蛾蕺蟹艇霹i篮《喝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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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鸳雾溪礴襞鬟i乎黟鬻曙攀鬈秽9髻警蹶霉零溯露
舌； ／ r‘， r， 壤

琵蠹磊i乏；。基：i三二鑫磊麓乏二二厶。基≤盖魏鬟熬蠹磊i菇基玉淼矗娃二赫量：。ii≤盖魏薹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

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州范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新编《临夏州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综合体，由概述、大事记、专

志、人物、附录组成。横排纵述，结构以志为主。志按章、节、目层次编写。各专志顺

序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排列，力求创新，增强科学性、现代性，体

现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

三、本志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在当代。上限不定，由今溯古，因志而异。下

限断为1985年，对个别延续几年，超越下限的事，作适当交待。

四、大事记所载内容，是指在现行行政区划州境内历史上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以及自然界的重大事件等。记述采用编年体。有些延续时间长的事件，采用记事本

末体集中记述。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未设专志，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五、人物分传、简介、表三个层次，基本遵守“生不立传”的通例，立传人物多为

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和个别年事已高、贡献较大的突出人物。在世名人多

列入简介。对革命烈士、英雄模范和科技界、文化教育界等著名人物列入表内。立传人

物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亦载入少数知名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

记事迹，功果并书，不作评述。不按人物类别排列，以生年为序。

六、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七、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共和国成立前(后)”。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通用年号，再在括号内加注公元年代。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以当时的历史称谓为准。

八、本志文体一律为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原作的沿用文言文。除少数有特定

含义的用繁体字外，其余均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概述夹叙夹议，其他内容只记事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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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般不作评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和各类档案、图书、报刊以及有关单位、人士提供

的材料，是经考证鉴别后载入的。一般未注资料出处。

十、各项数据一般用临夏州、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调查核

实的数字。全志数据是经州统计局派专人协调、审核的。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

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I百

分比、几分之几用阿拉伯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元纪年一律用

阿拉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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