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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沧桑在心中，

照耀现实路坦荡。

愿夏河百业如江河，

长流不息向东方。

嘉木样

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全国人大常委、甘肃省人大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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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T闷习邓粼邓带一邗跚

一◆拉卜楞文明发祥地，

广阔世间声益蜚；

当代政经文显绮丽，

历史巨变记县志。

贡唐仓·丹贝旺旭

[贡唐仓·丹贝旺旭：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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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夏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第三届成员合影

甘肃省《夏河县志》编辑部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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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在夏河

拉h楞寺一角



欣欣向荣的夏河县城



繁华的夏河托h拐商业街 夏河县浦黄电站

夏河县拉p楞宾馆

夏河县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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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草原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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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夏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历届县志编纂委员会全体

同志十多年的编写修改，《夏河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夏河县文

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夏河县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夏河县的自然、历史、社会状况，突出地反映了解放以后，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方针、政策在夏河藏区的贯彻执行及

取得的巨大成就。

《夏河县志》是关于夏河县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夏河县历史上

第一部志书，不论是对夏河县的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都有重大

的意义。 ．

《夏河县志》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作为甘肃四大文化之一的拉

卜楞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特点(甘肃其它三种文化分别是敦煌文

化、陇西李氏祠堂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的建筑、塑像、

壁画、唐卡以数量之多、艺术精致，堪称东方艺术之绝，寺内的藏

经也居全国第一。拉卜楞藏族民俗风情、民间艺术丰富多彩，韵味

无穷，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点。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也是

今后夏河县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扬拉卜楞文化，将夏河县建成

民族文化县，定使夏河县的旅游业、文化产业、第三产业，甚至基

础工业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夏河县最大的

优势就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全县各族人民共有的无价之



2 夏河县志

高瞻远瞩，把握时机，越是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越具有

世界性。在党的新时期理论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会使夏河县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在甘肃大地上。

让我们以百倍的努力，为建设富裕、文明的夏河县而工作。

[汪鱼蛟 中共夏河县委书记]

汪鱼蛟

一九九九年三月



序 言

夏河县是甘南草原上一个美丽的地方，山青水秀，人杰地

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藏族人民勤劳勇敢，各民族团结和

睦。

夏河县内有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拉卜楞寺以

其丰富深刻、博大精深的文化，影响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

展，从而使夏河县曾成为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宗教、政治、文

化中心。历史上夏河县的仁人壮士，热爱祖国，坚持社会前进，创

造了灿烂的拉卜楞文化，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不

可估量。

1949年10月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夏河县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

的时期。1958年民主改革摧毁了政教合一制的封建统治，人民当家

做主，安居乐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夏河县步入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发展时期。

《夏河县志》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缅怀历史，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夏河县

的事情应办得好一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发

展。我们这一届政府，决心将夏河县的各项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

段。现在出版《夏河县志》，就是我们这种决心的一个前奏，让全

县人民、干部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县情，向外界更好地宣传夏河。

了解历史，把握现实，热爱夏河，建设夏河。

历史上夏河县曾对周边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她应发

展得更加美丽、更加文明，成为甘南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使她



2 夏河县志

的光芒射向更远的地区。

[南木卡桑结：夏河县县长]

南木卡桑结

一九九九年三月

j

1
—j



凡 例

{I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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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为分界。“文革”系“文化大革命"。“四化”系指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九、全志资料，大多录自省、州、县文书档案资料以及藏文资

料和各局存档的资料，也有录用采访、回忆资料的。

锄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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