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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环县踞陕、甘、宁三省之交界，北达银川，南通关中，东邻延安，

西引六盘，战略地位重要。据文物考古与史籍记载，早在旧石器时代

晚期已有人类活动于此。周王治绩见于曲子西周文化遗址。秦皇武功

见于县城西北之战国秦长城。唐宋以来兵家屡于此争雄，故有“环古

用武地”之称。高迎祥、李白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曾经转战环江

流域，焚毁县衙大堂，剪除了一批贪官污吏。在中国近代史上，环县

是陕甘宁边区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

长征红军途经环县。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方

面军解放了环县，并于本县河连湾成立了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是年

11月，著名的山城堡战役结束了伟大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且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尔后的十多年革命战争中，环

县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又为全国的解放事业

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旧《环县志》关于“山童

水劣，世罕渔樵”、“秋早春迟，风高土燥’’的描述，只说明了环县干

旱多灾的自然环境，而没有同时指出她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其实，环

县是一个幅员辽阔，潜力很大，优势很多，前景灿烂的地方·这里草

原面积大，牧草质量好，对发展畜牧业颇为有利，很久以来就是驰名

8

7，)

∽



·2· 环县志

的滩羊天然产区之一。所谓环县人“穿衣靠皮子，走路靠驴子”的俗

谚，恰好反映了环县的自然优势和畜牧业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由于

畜牧业基础比较雄厚，因而农、牧业结构比较合理，食物营养比较丰

富，人们的体质比较好。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推

进，环县农、林、牧、副各业必将得到全面的发展，勤劳朴实的环县

人民必将走上更加文明富裕的道路。

环县劳动人民还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革命

战争年代，曾经流行全国的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印出自

本县农民诗人孙万福之手。甘肃独特的地方剧种陇剧，也是在环县道

情皮影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起来的。

环县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高观鲤撰修《环县志》以来，

迄今二百三十余年，再无重修、续写之县志问世，惜旧县志纪事仅始

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且失之过简，除沿革、地域、职官等资料外，诸

多往迹、时宜、风俗等史料，大多付之阙如，任其散佚。为了借鉴历

史，承前启后，加速“四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环县委员会于1981年

1月决定重修《环县志》，并成立了由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离休老干。

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环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环县志》编

纂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编纂工作。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于1985年12

月定稿。

此次重修《环县志》，我们本着详近略远、立足当代、实事求是

的精神，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谐调统一。全

志共分为概述、大事记、经济志、政治志、文化志、社会志、人物志

及附录八部分，约50余万字，以语体文撰写，辅以表格图片。上溯

先秦，下至1985年底。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我们深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疏漏、舛错

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和后续者匡正。本志的修订，受到中共庆阳

地委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早年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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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老同志和在外地工作的环籍干部也给予了很大的

协助。定稿后由环籍新华社记者屈维英同志在文字上予以润修。尤为

难得的是曾任中共环县委第一任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为本志题写了书

名，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中共环县委书记熊统岐

1985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高观鲤撰修《环县志》，迄今230余年。

目前，除高氏之旧志流传外，’未见另有续、修之志。高氏旧志成书较早，由于

时代、条件所限，其中疏漏、舛错较多，且观点、体例亦较陈腐。本次重修，仅

作参考而已。

二、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和各单位提供的资料。采用

的原则是：有文字依据的，以文字依据为准；若文字记载有异，以当时的档案

为准；若众说不一，依当时、当事人所提供的材料为准；数字来源较杂，以统

计部门提供的为准；若资料各异，则进行综合分析，尽量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三、历代职官，旧《环县志》所记始于西汉，至于清乾隆十九年。本志增

补的职官，大部取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所藏之《大清缙绅全书》和《缙绅

全录》，亦有取于其它资料者。

四、立传人物一般为本县人，外籍在环县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和革命烈

士亦立了传。本着生不立传之原则，对个别有显著成就者，在有关专志中采取

“以事系人一的方法予以介绍。

五、本志中的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

汇、7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几分之几用汉字；夏历和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

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公元前纪年，在年代前贯以。公元前’’；公元纪年，

在年代前省去“公元刀。

六、本志所涉及的计量单位，凡表示长度的一般采用公制；表示重量的一

般采用市制。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度量单位，一般按原单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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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的编排方法基本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即以事类为编，以专业为章，以项目为节，通体作横向安排，而专章按事物发

展变化的时序纵向记述。
’

八、全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重在当代。上限时间，根据所获资料尽量

追溯，一般延至秦汉；下限时间，一律断至1985年底。

九、本志的体例，以纪、志为主，兼用传、录、表、图等多种形式。文体

为语体文，记述体。

十、本志的结构由编、章、节组成，全志共8编、38章、139节，约50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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