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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第一部《天祝藏族自治县志》编成出版，这是天祝县

文化建设上的一大成就，是全县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大喜事，可庆可

贺!

天祝历史上没有县的建制。千百年以来，藏、汉等各族人民在这

里繁衍生息，开拓建设，其事迹可歌可泣，但著述极少。随着时代的

变迁，许多珍贵史料湮没无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县——天

祝藏族自治区(县)。从此，各族人民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全

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建设，使长期贫穷落后的天祝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坚决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坚持改

革开放政策，民族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安定，民

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开始进入新时代的盛世，为编写县志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为弥补历史的缺憾，将天祝各族人民古往今来的斗争

史、发展史载入史册，鉴往知来、服务当代、启迪后世。按照省、地

指示，1987年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县志。

志书纵记千年，横书百业。在编写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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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

编写人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人民认真负责的精神，广征博采，

呕心沥血，知难而进，奋力笔耕，五载艰辛，五易其稿，终于将这部

巨著编成出版。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民族特点、地方特点

和时代特点及科学性。志书的出版对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辑存地方史料，为制定大政方针、振兴天祝经济、发展各项事业提供

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编写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

作的结果，是广大各族干部、群众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

谨向为本志书出了力的志士仁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观今鉴古，温故知新。本书能够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以促进天祝经济腾飞，百业昌盛，人民生活幸福，这是我们的愿望，

也是新编志书之目的。

中国共产党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苏鸿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王金文



凡 例1

凡 例

1、本志定名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志》，简称《天祝县志》。

2、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

事记纵贯古今·，选择记叙天祝县境内从公元前121年至公元1988年间自然社会

各方面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地理、人I=I民

族、畜牧、农业、林业、水利电力、工交邮电城建、财政金融、商业、统计、工

商管理、党派群团、经济制度变革 政治运动 拨乱反正、军事、公安司法、民

政、人事劳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宗教、民俗、人物，共24篇，102

章，375节；附录，收录单项性的重要资料。概述和附录，不列入篇的序列，也

不设章、节。

3、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等，下限断止1988年底：

4、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5、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6、专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接

事物性质分篇析章。层次基本为篇、章、节三层，部分节下设目，个别篇只设

章未设节。 了

7、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方法；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8、历史纪年：民国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

现时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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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本

县之前、后；所称“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后。

10、政区和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一些地方用历史名称(首

次出现注明现行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11、数据资料，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少的数据，经过主

管部门反复核实后使用。历史数据经多方考证后入志。

12、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采用当时通用标准计量单位。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使用1984年2月国家规定的统一计量单位。

13、志文中必要的注释，一般采用夹注，个别的用脚注。 ．，，

14、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

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

几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15、本志一律采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

16、标点符号按《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进行标点。附录中所采用的古

旧资料中的标点，为本志所加。

17、资料使用，以文字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历史资料主要依据《史

记》以下至《清史稿》有关各代正史、地方志和省、地、县档案资料及报刊专

著资料。藏文史料主要依据《安多政教史》、《智者喜宴》、《红史》、《白史》、

《青史》、《新红史》、《宗教流派镜史》、《西藏王臣记》、《佑宁寺志》等。有关知

情人士的回忆材料，经鉴别后载入。

18、历史朝代称号，沿用通称。冗长的词语、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并在文中注明通用简称，反复出现时用简称。

19、人物直书其名。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

主。立传和简介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20、志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藏语词汇，夹注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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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来天祝视察时与各界人士合影

《天祝县志》-；Iz稿会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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