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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副主任

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贺国华(1985．6—1987．3)

冯理忠(1987．4—1993．2)

张廷魁(1993．3一 )

胥启明(1985．6—1993．2)

李迎春(1985．6—1987．3)
王 价(1987．4一 )

赵晋(1987．4—1993．2)

郭振武(1991．10一

张志刚(1993．3一

孙俊中(1993．3一

王青兰(1993．3一

委员王汉英(1985．6—1987．3)
师 昕(1985．6—1987．3)

孙俊中(1985．6—1993．2)

刘俊汉(1985．6—1987．3)

伏晓春(1985．6—1987．11)

李凤城(1985．6—1987．3)

李如仁(1985．6—1987．3)

李 晶(1985．’6—1987．3)

杜守琴(1985．6—1993．2)

严宗仁(1985．6—1993．2)

陈建国(1985．6—1987．3)

何永吉(1985．6—1987．3)

郭永恒(1985．6—1987．3)·

徐克勤(1985．6～1987．3)。

蒙生锐(1985．6—1987．3)

刘玉珩(1987．3一 )

张宗宪(1987．3—1993．2)

张俊明(1987．3一 )

蒲国华(1987．3～1993．2)

李景春(1987．1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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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魏治国(1987．12—1993．2)

刘正范(1993．3一 )

张生华(1993．3一 )

武志元(1993．3一 )

范文源(1993．3一 )

《会宁县志》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南宫 毛志勇 司 理 卢金洲 冯珀

安维翰 苏炳勋 陈守忠 贺国华 梁启文

彭继贤

《会宁县志》编辑人员
杜守琴刘玉珩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仁 王正华(1992年12月离开) 圈
王秉孝(1 987年3月调离) 刘世卿(1990年9

陈维舜 范文源 梁 桢 潘涌昌

张廷魁范文源

陈维舜 胡得璧

王志仁

王地荣(1992年2月离开) 杨靖凤

会宁县地方志办公室成员
郭永恒(兼，1985．6—1986．8)

杜守琴(兼，1986．8—1991．3)

刘玉珩(1991．3一 )

蒙生锐(1985．6—1986．8)

刘玉珩(1986．1—1991．3)

范文源(1991．10一 ·)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世卿 陈维舜 杨靖凤 潘涌昌

冯 理

康正芳

月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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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第三届地方志编委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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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前排左起：王志仁、王正华、王应龙、梁桢、杜守琴、刘3i,珩、潘涌昌、王 {

后排左起：杨靖凤、刘世卿、陈维舜、王地荣、范文源、胡得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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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不灭中央美求学院刘小夸

松寿千年上净国画院蒡天衡

腊子口

鲁迅美术学院孙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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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差。求学院

罗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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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门洞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





头寨子乡马家堡村唐代乌兰县城遗址



至家所乡张城堡材宋代甘泉堡、金代西宁州城遗址

郭城驿乡郭城驿村宋代新会州城(俗称郭虾蟆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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翎毛 明代田溉

会师楼(油画) 西北师范学院王启明



雄鸡(国画) 西北师范学院 唐俊卿

会师楼前鱼水情(版画)县z 7P局 刘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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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一)
。

”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流萤

。编纂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

．．’会宁从明代万历五年1(1577年)开始，就有编纂县志之举，至民

国27年(1938年)最后一次修纂，-历时361年，前后增补编纂11次，

除散失的以外，留传至今的尚有10册，这对研究会宁历史，鉴古知今，

十分珍贵。 ，”

；

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新编《会宁县志》，在中共会宁县委和县人

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广泛征集史料，精心编纂，～五经寒

暑，四易其稿，终于正式付印出版。看到家乡这一文化硕果，我感到

由衷的高兴。‘ √．， -、、 ，

．。

，会宁历史悠久。据已出土的大量文物考证，远在4000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在今县境内的牛门洞、窠立台、。荔家峡等地，就有我们的祖

先在那里生息繁衍。会宁建县也较早，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建立安定郡时，就有祖厉县建置，迄今已逾2100多年。_

会宁地处甘肃中部要冲，素有“秦陇锁钥"之称，是驰名世界的

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秦始皇、汉武帝西巡，均经会宁县境。南北朝时

期，西魏丞相宇文泰、北周武帝宇文邕巡游时，也途经会宁。唐宋以

来，突厥、。金人、西夏、蒙古各族，百战角逐，争夺此地。元代成吉

思汗，清代林则徐、左宗棠、谭嗣同等人，均沿丝绸之路到达会宁，留

下了戍边足迹和翰墨诗赋。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

宁会师，更是名震中外。

会宁地域广阔，盛产粮薯，自古以来，为甘肃省著名的农牧区。唐

代贞观八年(634年)，就曾改名粟州；宋、元、明三代，县境内南北



山原草丰林茂，关川I、北川粮薯盈仓。只是到了靖代，累遭战火，乱

砍滥伐，才造成童山秃岭，水土流失，干旱多灾，生态失调。

会宁历来民风淳厚，耕读传家。明清两代，文风昌盛，儒士辈出。

民国时期，民生虽艰，学风赓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尊师重教，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结下了丰硕成果。特别是1977年恢复

高考以来，就有6300多人考入了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名列全省

前茅。
一

．‘‘

会宁人民勤劳朴实，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

经过40年努力，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变，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就，群

众生活睨显改善。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70年代兴建的靖会电灌工

程，将滔滔黄河水引上北部川塬，水浇地发展到22万多亩；80年代实

现了乡乡通电、通公路。凡来访会宁者无不交口赞誉。 i，，j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治地方者，以志为鉴，可以

兴百业’’。修志在于“存史、资政、教育"。新编《会宁县志》编纂体

例规范，结构层次分明，资料翔实可靠，文字表达精当，将会宁历史

沿革和全县人民创建的业绩一一载入，看了令人兴奋不已。

通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新编《会宁县志》，修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40周年大庆之际，意义更为深远，必将起到承先启后、继往

开来的作用，愿全县人民通过阅读新县志，更加热爱家乡；‘奋力建设

家乡，创建更大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 ‘， 、～

谨书序言，略表乡情，言未尽意，尚祈鉴谅。’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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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二)． ’一一．

≯、，娄粪嘉淤螽鑫翟冯理毒一：‘≯、， 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牡一一，

+新编《会宁县志》在省、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的关怀下，经过全体

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现已付梓问世。这是会宁47万人民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也是会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丰硕成果。

新编《会宁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横排纵写、略古详今、．尊重史实的原则，从秦汉写起，下限1 989年，

客观地记述了会宁的历史和现状，将起到“存史、资政、教育”的作

用。一 i
一．

会宁历史悠久，地处秦陇要冲，是历代兵家争夺之地。1936年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给会宁史册

上留下了光辉篇章o_1949年8月12日会宁解放，全县人民走上了社会

主义的康庄大道。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届县委和政府面对艰苦环境，利用有

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客观规律，带领全县人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城乡经济建设得到较快发展，群众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水、田、电、路的建设，成绩显

著，．为进一步改变会宁落后面貌，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宁40年建设的历史展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凡是领导头脑冷静，

认识比较正确，计划、措施、口号符合实际时，工作就主动，生产就

发展；反之，领导头脑发热’『认识脱离实际，计划超越现实时，工作

就走弯路，建设事业就受挫折。新县志将这些经验和教训作了客观的



。记述，是“资政’’作用的最好体现。
’

如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
。

国情一样，建设会宁、发展会宁，不但需要了解会宁的过去和现在，更

需要不断深化对会宁县情的认识。新县志正是全县人民进一步了解会

宁、认识会宁的最好教材。“文献足则征，诗书论其世。’’我相信，通

过阅读新编《会宁县志》，将使会宁的干部、群众和在外地工作的会宁

籍同志更加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振兴桑梓，
加快建设步伐，缩小会宁同发达地区的差距0，。 ’j

这次修志是从明代万历以来的第12次。其志书体例之完备、内容

之丰富、资料之翔实，是以往任何一次志稿无可比拟的。但是由于历

史资料多有散佚’'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有限j!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一广大读者不吝指正。’_．～．‘：、 ； 。．：。’。‘一～． ·．_一7≯{。-，’_

这次修志，承蒙各位顾问及社会各界人士热忱关怀，大力支持；我

谨代表会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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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本志结构分编、’章、I节、目四个层次j有些目下还有细目；个

别编内容简单；i篇幅较少；一或章下无节∥或节下无目。。目下有细目的

用黑体字排列。3全志共10编；：75章、+354节、约1'10万字：，一?¨：’

。．二，：；本志编写用记、j，志：j传：录四种形式，并附插图与表册，力

求图文并茂。计附各种表册394种，图8张，彩照43帧，黑白照46帧。

三、本志断限，上起有史可考的秦、汉时期，下至1989年底。

四、本志体裁，除《大事记》为编年体外，其余各编以时为经，以

事为纬，横排纵写，系列记述，坚持“述而不作”，寓议论于叙述之中。

五、本志遵循“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明代以

来的史实，特别详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

六、全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限，凡是事与物不

在今县境内的，虽旧志有载，亦不收录。 ，

七、文字记述，除个别引用古籍照录原文言文外，均用语体文。

八、朝代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各朝代，用汉字书写，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直书公元纪年。月、日，民国以前用农历，汉字书写；民国时期，农

历用汉字书写，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

用公历，阿拉伯数字书写。

九、凡地名、机构、政党、社团、军队等称谓，以纪事年代的称

谓为准，历史称谓和今名不相同的，在括号内加注今名。

十、书写用字，除引用古籍原文及古人名非用繁体汉字不可的外，

一律用国务院公布使用的简化汉字。

十一、本志采用史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有歧义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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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反复考证核实后，决定取舍。

十二、计量单位，_律使用国家规定的现行中文全称，如“米"、

“平方米”等。历史上用过的计量单位，引用时照录，但在括号内注明

现行计量单位的换算值。 ，

十三、本志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缺者，采用业务

部门数字。
， 。十四、：本志人物入志标准：立传人物为会宁历史上有所建树的各

界人物；简介人物为在会宁任过职的正县级领导、’本籍副地级以上各

界领导、国家奖励表彰的劳动模范及特级教师；列表人物为会宁籍进

士举人、革命烈士、。老红军、：正县级干部、副高级职称及少数有成就

的其他人物。- I。 ，，，|，，o．；；1 ≯．～o r。．f{。，。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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