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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总指挥韩正卿来宕昌县}

(摄影：孙书成)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李树桢周定严波石成琳锁永玺

扬材美曹岷庆郭廷瑞王建民潘俊德杨海帆

前排左起；袁世祯 王庭挂 苏秉刚 杨瑞云

后排左起：陈世红杨海帆石勤选刘爱萍



省地县领导和史志学专家、学者、陇南地区

各县县志办代表、社会贤达复审《宕昌县志》时

合影(摄影：王高才)

宕昌城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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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1 c，踮年问的县委常委办公楼

年后的县委办公楼

I一|_|!矗li江瓢。飘

宕昌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

民政治协商会议宕昌县委员会办公楼

86年后的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县人民政府大门

宕昌县人民政府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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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坝林区窟窿沟

大河坝林区瀑布

大河坝林区岸门

狮子间歇泉邱小林摄

大河坝林区麦积峰胡朝晖 摄

高庙山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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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大桥

沙湾乡董家庄龙桥

梅香透国魂张子敬画

重蜂翠岗 (国画)赵武才 画

官亭乡青林子握臂挢马富贵 摄



面粉加工厂 陇南大寨包谷胡朝晖撮

0宕昌县城关农贸市场

何家堡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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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文化馆收藏的本县出土文物

上左汉代海兽青铜镜

上中南北朝时期八卦、飞天乐妓铭文镜

上右汉代规矩镜

下左战国铭文戈、汉代青铜戈

下中三国时曹魏、蜀汉政权发给宕昌羌族首领的印玺
下右汉代铜矛、铜匕

宕昌县文化馆收藏的本县出土文物

左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盆残片

中 马家窑文化彩陶瓶

右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盆残片

高庙山公园泰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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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 周定(1990年8月一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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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宕昌有史以来的第-部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文化建设

r史上的一大成果，是全县人民值得庆幸的一大喜事。 一h

、 宕昌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块土

地上繁衍生息。即使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羌人始建

宕昌国算起，也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1 954年6月西固县

．治迁至宕昌，1 11月西固县更名为宕昌县。千百年来，岁月迢

递，迭经沧桑，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

艰苦创业，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i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

、民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历经曲折，遭受

劫难，但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自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

以来，拨乱反正，振兴中华，举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宕昌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为编修县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

’中共宕昌县委和宕昌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县志编

纂委员会，选调文人志士，开始了县志编纂工作。全体修志人

员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和资政教化、启迪

后代的高度责任感，深入调查，搜集资料，披阅走访，广征勤；

考，十经春秋，五易其稿，终于修竣了“昭一代盛治，传百世

芳规”的《宕昌县志》，实现了全县人民渴望已久的愿望，开

创了本县修志工作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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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县志》共7编‘53章208节72万余字，纵贯古今，横

及百科，体例科学，门目；齐备，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全书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合理取舍；坚持实事

‘求是、略古详今的的编志原则，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编

写县志，做到了时代性、人民性、地方性、科学性、系统性和．
’

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宕昌县自然、社会诸方l ’．

面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jil，堪称‘‘一县之百科

全书”。．它必将为从政者认识县情、科学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

和现实的依据，亦为向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传

统教育提供宝贵史料和乡土教材，并将为推动全县经济建谢
7⋯

和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1 。1·’

1在本志编纂过程中，曾经得到省地有关部门领导的亲切

关怀指导，县委的高度重视，县人大、‘政协领导的大力支持，，．

．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协助。‘值此志书出．

版之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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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昌古时虽有目、州、。郡之建置，但因僻处边隅，经济落 。

，，+詹，文事不昌，故无志书。迄今几千年的历史，除沿革、舆地

散见于史书外，其余往迹：时宜等，均湮没无闻。修志之艰辛，

，’不堪言表。但修志人员精于研考，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辛勤

笔耕十载，终于写出了一部兼具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一
‘

‘记实求真，既有横断面，又有纵切面的地方志，可喜可贺。帮
， 一县有志，犹。国有史也。纵观历史，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宕昌县志的问世，“可谓兴县之鉴，∞

，．一 实乃破天荒之举，既可补史之缺，正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f

之无，又可察民风，验土俗，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益处良多k，

其作用为它书难以替代。‘
。

+．。

沧桑多变，在历史的画卷上，宕昌虽则峰峦起伏，沟壑纵。

横，但山色秀丽，风景迷人。被人们称为“小九寨沟"的大河

坝林区，千岩竞秀，古木参天，万壑争流，瀑布飞溅，鸟语花

香，鹿鸣莺啼，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森林公园，也是一座令人陶

醉的天然艺术迷宫；座落在韩院的牛头寺，烟霞飘渺，凌空欲

飞；五指山，拔地而起，高如云端，既有南疆之风彩，又不乏

北国之壮丽；三国邓邓桥栈道，山高水急，谷狭壁险，大有’．

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现古迹犹存，是游览观光之胜地；更
’

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哈达铺长征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许多珍贵

。的革命文物，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

出北上战略大计的旧址如今修葺一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

。邦为其亲笔题写“哈达铺纪念馆"，来自、天南海北缅怀史迹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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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绎不绝。除此之外，宕昌资源丰富，盛产当归、党参、大黄、

红芪四大宗名贵药材，质优品高，名扬四海，畅销国内外。+。

⋯．羌水滔滔，古国悠悠。今逢明时，百业待兴，先哲往矣，

。来者曷继，吾辈肩负兴县之重任，人民之厚望，一切有识之士，

皆应借鉴先人之得失，弘扬民族之精神，廉洁奉公，兢兢业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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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例 。 一。i‘· ．。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略古详今，。

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时代性、地方性、，人民性、。科学性、系

统性和资料性的完整统一格调迸行修志。
一’

．

‘

．，

；二、本志对宕昌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

容一并记述，力求贯通古今；历史沿革从新石器时代始记述，

大事记从秦昭王时代在今宕昌、舟曲_带建羌道起记述；按照

略古详今的原则，重点记述了1 954年后至1985年底本县发

展变化情况，对个别成立较晚的单位延至90年底，对县委、县

人大、县人民政府Y县政协、武装部等领导班子下限延至1 993

年底。’ ．一

‘三、篇目设置i分编、章、节三级结构，具体编排以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方法为依据，横排竖写，先地理、后社-

，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全志归为地理、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七大编，另写《概述》、《大事记》、

《附录》。 ，|

四、体例以编年体、纪事体本末体、门目体、记传体交互‘

便周，具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表现手法，并将
再

照片，图表分插各章节，力求做到图文并茂，简繁相宜。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收录本县境

内的大事、要事、新事。政治运动未列专章，其内容贯于《大
’事亏己》中。 一



宕吕县志

六、人物部分分别以人物传略、简介、表录三种形式入志，

凡是对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已故人物，均予

立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和能

工巧匠，符合立传条件，但人健在，列入简介；革命烈士，列

入“革命烈士录，，，受到省级以上(包括省级)表彰的模范人

物，列“模范人物录’’入志；本籍人在外地任副团级以上职务

的列入“副处级干部人名录’’入志，革命烈士以殉难先后为序
排列，其余均以出生年月为序排列。， ‘、‘’

2J 。i

j，7七：、文体为语体文‘，依照1 986年国家公布的汉字简化字

记述。个别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人名、地名仍用繁体字p方

言中无准确字的以同音和近音字代替。 ．I ‘，‘

。

+-“．’八、朝代纪年：地名、职官等沿用历史通称。民国前纪年

用汉字和干支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公元年代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古地名首次出现时于其后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九、西固县于1949年12月9日解放，故本志中“解放

前”、．“解放后"之称；。是以1949年12月9日为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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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来源于各种史书j文献和岷州

志校注；有关当代资料多从档案和社会诃查所获，其经济数据

主要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各种比值数用“％”号或“‰"

号表示。计量单位一般用国内标准计量单位，按1985年前宕

制计，对过去沿用的石、斗、升、合等仍予保留，

用，／’’符号的为数字不清或无数字。
、

。、： -t 、 -i．’-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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