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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年6月I 6日在五竹乡

Ⅲ导同志出席峡口水库奠基大会

县上领导同志与县志编委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张亚农 张玉龙杨发升雒玉麟李仕惠T寿亭 田 龙马 敬徐化民

令续鹏王水合贾占渊

中排左起：魏琴郭镇雄朱邦武秦月娥罗笃民 张维良任文泽张旭罗书成

后排左起：王霖生 李兆权 马国权连书成 雷春鸡 毛平权 张维虎孛-X,t-



县委、政府领导同志在全国生态示范县建设会议上

■西霾霹

县四大班子领导在渭源县志评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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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渭源县委办公大楼

渭源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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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五月物资交流大会

高石崖花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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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县邮电大楼

会川黄香沟牧场牛群

三合口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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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彩陶罐

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免死铁券

罐三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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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

．：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宝贵经验。随着朝代的更迭变化，编史修志在不

i断继续，从而积累了不朽的文化瑰宝。 j

耋’ 《渭源县志》现已问世，这是渭源文化建设的一大成就，也是全县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值得庆贺!

， 渭源因渭河发源于境内鸟鼠山而得名，早在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

．
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先秦时属源道，秦末汉初始设首阳县，西魏改称渭

I 源县，迄今已有2200余年的建置史。几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
’

勤奋耕耘，艰辛创造，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积累了灿烂的文化，培育出了许

多优秀儿女。他们或为政界贤达、或为疆场勇将、或为文人墨客⋯⋯，他们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崛起、为祖国领土的完整独立、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和安宁

做出了不朽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渭源人民勤劳勇敢、忠厚朴实、热

情好客，千百年来，不断为建设家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走向富裕而努力

奋斗，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特别是近20

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改革开放机遇，齐心协

力搞建设，使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巨大进步，为跨向新的世纪奠定了基础。

渭源地处陇中，北部为黄土梁峁沟壑区，中部为浅山河谷区，南部属高

寒阴湿区，地貌多样，宜农宜牧。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南部山区风光奇秀。人

文景观众多，有秦长城、灞陵桥、首阳山、莲峰山、天井峡、太白山、双石

门等十多处景点。夏日的南部山区被游客誉为“小江南”，是旅游避暑之胜地。

渭源修志，始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编修的《渭源邑志》，其原本已

经散佚，现仅存原知县汪槐所撰序文一篇，附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

修的康熙《渭源县志》中。民国15年(1926)编修的《创修渭源县志》是今

存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志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

．’

¨儿T



2 序

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心思奋的喜人景象。一代盛况有待昭示，遂于1982

年成立了渭源县志编写领导小组。经过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各行各业的密

切配合，县内外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鼎力相助，编志人员不辞劳苦，广征

博采，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包括概述、大事记、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风俗、人物、附录及1986"--1998年lo月要事辑录等一述、

一记、八编、两录、近百万字的新方志。借志书问世之际，我们谨向全体编

纂人员和所有为修志做出贡献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新编《渭源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叙历史事实，

上溯远古，下止1985年，分门别类，客观翔实。其中汇集了各方面的大量资

料，总结了经验教训，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百科全书．，也是对全县

人民进行县情教育的好教材，对认识渭源、开发渭源、建设渭源具有不可低

估的作用。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到有用的资料和有益的启迪。愿全县人民鉴古

励今，团结奋进，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继续为《渭源县志》添写更新更美的

篇章! ．一

中共渭源县委书记丁寿亭

渭源县人民政府县长‘李仕忠

199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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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有机统一，以达到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坚持修志创新原则，在批判吸收旧志的基础上，力求体现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溯远古，下限止1985年。

三、根据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设置篇章，概述、大事记后，分列建置

沿革、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风俗、人物等八编专志，按

章、节、目记述，最后附以《附录》。采用述、记、志、传、录、简介并用体例，

图、表、照片分别穿插于文字相关部位。

四、本志在文体上除所引古籍原著仍用文言文外，全部用语体文记述。

《概述》概括全志，叙议结合；《大事记》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

专业志只叙不议，寓观点于史实记述之中。

五、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反映事物，重在事实。

选用资料经过反复考证，力求真实准确。各项数据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

六、本志对从中华民国33年(1944)到1961年县治区划变动，一般以

县治存在为志。

七、本志以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生不立传’’的原

则，筛选革命烈士、社会贤达、能工巧匠、知名人士及各类文化、科技人物，

对其事迹用传、简介、录、表等形式，分别予以记述。

八、凡表量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成语、词汇以及表述性语言中的

数字，则用汉字。历史纪年，民国前的用汉字，以后的用阿拉伯数字。本志

中的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九、本志上限以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为序，根据“以类系事”的原则，

能远则远，能详则详，以补过去记事之缺漏。

十、全志后附1986年"--1998年10月要事辑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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