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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原南部11和盛原

和盛原区的原面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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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肥沃的早胜原

早胜原秋田深锄加工



泾河川的川地条田

新整修的川地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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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乐镇全景

襄乐朱塔



政平唐塔

政平镇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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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客原机械耕播

新治理的烂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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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制品——申明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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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州刺绣
上．左．右：枕头顶7-l

中：孩童“五毒巍牡”面子

下：鞋垫，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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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宁县宫河镇王录村召开团以上干

部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传达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问

题的决定。这是全体到会人员合影。

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干部在宁县官河镇合影

前排左起：王首遵扬尚昆轰荣臻镣海东

后排左起：罗瑞卿 程手华 陈 光 邓小平



红一军团政治部及邓小平在宁县宫河王录

村的驻地旧址——农民王度家的土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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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儿停一停^国亳

马街麟作

党产国画u马衡辟作



晨(版画) 张伯峰作

村学晚会‘版画) 张伯峰作



擎酶栅握一螺辘V索拳寝抛J

世妆帕一螺番V匝黼赫班艟



马车儿(剪纸) 傅妙梅作
’

兔儿起萝卜(剪纸) 傅妙梅作



上工(剪刻) 刘索民等作



雀弹悔(剪纸)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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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刘邑与义渠古城遗址——庙坪

梁公旧治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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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尖底罐

秦代蒜头铜壶

宋代陶瓷仕女莲花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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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地契碑

景德三年碑(拓片)



f耳
誊
)喜

前
ll
脚
>H

(耳
裔
)兽

前
打
凇
>H



半坡暴动旧址——半坡堡子

新宁县委和县政府隐蔽地——梨树洼



新宁县委与政府驻地——粱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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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岘战斗发生地——西洼岘子

“五·八”战役阻击战场地——南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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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宁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重建丁县革命烈士纪念碑

目五．八．9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发给任鼎昌家属的纪念证



王之经的笔记本

王之经遗物：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发的三种小册_子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四师十二团

二营给义勇军大队长颁发的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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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赠给刘志仁的毛毯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给刘志仁的奖状



董一博给《：宁县志￥稿评议会题写的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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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修地方志书，是一项具有历史意叉的事业。然而，宁县地

方屡历战火，叠被兵燹，地方文献煨于灰烬，历史档案荡然无

存。而编者叉人少力单，学识疏浅，编纂新志甚属不易。幸旷世

修志，众望所归，上下支持，各方协力，方便志书竣成。

中共宁县委员会，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宁县人民

政府，做了直接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共庆阳地委宣传部、甘肃省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协会，都曾

给予编纂工作以热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北京、陕西、山西，甘肃

等省(市)和地，县图书，档案部门提供了重要帮助，县级各专

业部门和乡村做了有效的配合，使编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志书疏漏，违误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各界人士不吝赐教，批

评指正，以备进一步修订。 ， ：

《宁县志》编辑委员会

一‘‘I。～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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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志》序
王 秉 祥

’ 1984年8月，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送来《宁县志》稿。。甘肃

省地方志编委会审阅后，以其基础较好，曾邀请本省部分市，县志

主编及国内专家学者评议，随之由编者加以修改，于今出版。我

以生长、战斗在宁县，又主持甘肃地方志编纂工作之故，受桑梓

．人民之托，侍事所系，欣然命笔为序。

宁县，是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郡名邑，为周人先祖公刘所居

之崮域。春秋战国时期，曾为义渠国都，秦置为义渠县，并兼北

地郡治。此后历代在此设州立县，为古都长安的北边门户。在现

代史上，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

分。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宁县人民紧紧跟着党，前赴后继，英

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应有贡

献。

明清之际，宁县虽数次修志，然而且修且佚，仅存一部末经

刊用的稿本，致使人文历史无籍可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下，全国出现

了盛世修志的壮观局面。中共宁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顺应时代

需要、人民的愿望，于1981年秋，组织文人志士，开始了县志编

纂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了这部内容丰富、科学翔实的{(宁

县志》o这对于继承革命传统，宏扬民族精神，辑存地方史料，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珊实依据方面，必将发挥

弓乙



重要的作用。这是宁县文化建设的一项成就，亦是全省修志工作

的一个成果。当然，由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

作，难免有不足之处。其得其失，尚待今人及后世评说。

当今世界，突飞猛进。传统的方志学及志书，面临现代科学

技术，资料储存和信息手段的严重挑战，这是关系着方志学发展

的重大课题。每一个方志工作者结合修志实践，正在探求社会主

义方志学的真谛，使之日臻完善，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

《宁县志》和其它所有新编志书，无论成败得失，都是有益的探

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I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温故知新，

温史知今。愿《宁县志》能够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珍的作

用，以促进宁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使地方繁

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 、

1987年9月于兰州

●●■-『，



!?凡。．j．、。例‘一’

1．《宁县志努为贯通古今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其上限力翻

古往，下限至1985年底。
一

2．本志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横结合，以横为主．．

即按志书内容做横向编排，依发展时序做纵向记叙。 ，．

3．本志篇目划分，以类系事，类为分志，专业为章，项别

为节，典型记事为细目。材料丰富以至于章、节过累者，酌分不

拘，资料缺乏难以为专志或章，节，细目者，适当归综，不便于

区分节，II者，只以志、章为记’志，章、节、目间内容交错

者，则穿插互见，此详彼略．

：，二4‘．资料使用，以文字资料为主，调查口碑资料为辅。一在文

字资料有误时，则考用13碑资料I资料存歧，诸说不一者，尽力

以考，去伪存真，无从考订着，兼录并存，避免成一家之说。

5．为了辑存史料，对古今较有意义之详细资料，尽以录

存，．不以详略失体为计，而资料不足者，则宁缺不滥。 ．

6．本志历史资料，主要依据《史记》以下至《清史稿)>有

关各代正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元和郡县图

志》，《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十六国疆域志》，Ⅸ嘉

庆重修一统志》、《甘肃通志》，《庆阳府志》，《中国历史地

图集》(试版)等以。及一部分古代杂籍。为节省篇幅，资料出握

均不一一加注。
。

一

●

。 7．志书记事范围，以宁县地区在各个厉史时斯的建置领辖

区域为限，辖域伸缩，记事相应。

8．记事所涉告时期地名：‘悬用当时之名称，可以考确者加

弓罗



名．

9．纪年均用归属朝代之年号。记厉沿用当时通用之记历方

原资料公、农历兼用着，亦杂相引用i不强求一律，在确切

或者需要时。酌加公、农历对照。
’

lO．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悉用当时通用之计量单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货币单位。万元黟，则统一换算为现

行单位“元黟。 一
， ：

．，．

。’儿．数字资料，力求精确。发展变化中的数字，选用代表性

时期或代表性事例的数字为记，不便以一数为代表者，则记以浮

动数字，如“60年代殄，“30公里一带一，“××年前后乃，描××

‘元上下∥等等。。 一
·．

12．凡“50年代荔，“60年代胗之类，均以本世纪即20世纪

而言。。
’一‘一。

∥ i ；；

13．凡“解放后嚣，“建国后才，o新中国黟之谓，均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一，， 一； ，，：

14．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附录规定之标准用法使用．

古文及旧碑文标点，为本志所加。 ，．

“、15．图、表、照片，除独立使用者外，多插予文中，或附予

文后，故不立专卷，亦不列目录。

i一16．引用文字和《文献录》，悉如原件，误差之处亦不加订

正，‘以存其本真，而凡有所批注，则均加“编者注移云。 ．．

’17．公历和民国以后的纪年，以及记数、计量，悉用阿拉伯

数字。夏历与清代以前之历史纪年用汉字，并列连用以表示概数

的数字，和作为词素构成定形词，词组等的数字，亦用汉字。．．

18．古今重要地图，均为甘肃省测绘局绘制，不移用它图．
享7．一 。 ．，

，

●^

～ ．《宁县志》煽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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