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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泾川I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县第一部志书。这项浩大而细

致的社会科学工程，历时八载，融尽艰辛，现成书面世，实为全县人民共同关心，

努力协作的成果。
。

泾川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早期，境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商代建有阮、共

国，西汉置安定县，北魏建泾州，唐至德元年(756)改为保定县，金大定七年

(1167)初名泾川县，长期为郡州建置所在地。古代这里是泾河中上游的政治经济

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为少数民族争雄割据之地。后秦

姚苌据以夺长安，登帝位．北魏置泾州，领岭北诸郡，统羌戎各族。

泾川的农业始于夏朝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业非常落后，工业几

乎空白，加之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影响到泾川，特别是1935年红二十五军

长征转战泾川，1937年中国共产党泾川县第一个地下支部诞生。从此，在泾川大

地上燃起了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烈火。一批同志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反动

统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许多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压迫，或从事地下工作，或浴血奋战慷慨赴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

和英雄业绩。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泾川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全力投入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40多年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泾川注入

新的活力，带来巨大变化，经济成倍增长，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迅速崛起。水土保

持、水利建设、人工造林、计划生育均获得全国先进单位称号，分别受到国家水利

部、中央绿化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嘉奖。社会稳定，城乡经济繁荣，人民．

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新的局面。

编写志书，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泾川修志始于清乾隆十八年，现存《泾问

志》2册。其后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民国19年分别编写了《泾州乡土

志》、《泾州采访志》、《泾川县采访新志》，民国34年编写《泾川I县志稿》，均未定稿

成书。这些志稿，对泾川的地舆沿革、人文、政事都有记载，虽有重人文轻经济，重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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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宦轻民众和谬误、粗陋之弊，但也保存了大量史料，是今人了解本县过去的重

要史件之一。其后由于历史原因断修，是一大损失。由此可见，新修志书是惠及

后世的大事。

这次新编县志，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

求在内容上和体例上有所创新。新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和存真求实的方针，以

翔实可靠的资料，真实地记述了泾川历史沿革、社会发展、自然风貌和风土民情，

反映了泾川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概况，以及历史进程中的曲折、

宝贵经验和人民的不幸与欢乐，尤其是客观地记述了泾川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努

力建设富庶、文明的新泾川的工作和成就。新志上溯泾川历史发端，下限断至

1988年底。体例完备，详略得当，引史有据；文风淳朴，是一部具有新观点、新特

色、贯通古今的志书。它为泾川I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情况和依据，无疑将起其“存

史、资政、教育一的作用。

《泾川县志》的修成，是大家动手与专业修志者辛勤耕耘和社会各界人士集

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在经费紧张，各方面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好多同志以清苦

为荣，以事业为乐，勤奋笔耕，广征博采，三定纲目，数易其稿，终于正式出版发

行。但由于受客观事物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以及主观意识的局限，难免有

疏漏与失当之处，尚待今人补正和后人评订。在编志过程中，承蒙有关学者，专家

及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和帮助，我们谨代表中共泾川县委、县人民政府致以

衷心的感谢! ：

“

愿全县人民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勇于开拓，励精图治，创

造更大的成就，谱写泾川I历史的新篇章!

草熹蓉萋篡姜翥喜妥TBIII灵平凉行政公署副专员

中共泾川县委书记 张凤玺

泾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秉科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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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为系统地记述泾川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以达“存史、资政、教育一的

目的，特编纂本县志。

二、此次修志不是旧志续修，而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的新方
士
·‘I、o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溯到商代，下限断至公元1988年。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

相结合的方法编写；专志按照“事以类从一的原则，分为22个专志、95章、285节；

全志共计78万多字。

五、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泾川现行版图为限，但1958至1961年中的某些内

容，因县建置变更，包括灵台、崇信两县。

六、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泾川历史和现状。

七、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并用。

八、本志文体，除引用古籍部分外，其余均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一律按

国家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书写。

九、数字书写，凡表示记数和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

等)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数字

用汉字；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年、月、

日用汉字，星期几用汉字。

十、各项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字一般照用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数

字(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统计资料缺编的采用部门数字。

十一、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依历史习惯使用计量单位，用括

号注明公制换算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

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者以本籍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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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正面人物为主，兼收少数在泾川活动过的客籍人物和反面人物。现代人物

入志者主要为地下党领导人，副地、师级以上干部，相当副教授以上的知识分子，

其它知名人士，以及受过省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主要取自正史、旧志和省、地、县档案材料，一部分为I：1

碑资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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