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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在各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

的辛勤笔耕，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部县志的问世，是我县历史上

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喜事，是值得庆贺的。《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对回顾历史、指导现实、策励未来，无疑

都是大有裨益的。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时间虽短，但居住在肃南县境内的各族

人民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先民

们，为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

可泣的英雄史诗，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了上慰先人、下启后代，

把他们的功绩载入史册是当之无愧的。自治县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牧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团结友爱，共同奋斗，把贫穷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了繁

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牧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县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

路线，投身改革开放，致力振兴经济，使全县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

繁荣、人民富裕的崭新局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把人民的英雄业绩

载入史册是理所当然的。
’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县志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和聘请的总编纂钱

卫东同志，付出艰辛的劳动，完成了这项有益当代、荫及后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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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们向编写人员及全钵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敬意和祝贺。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的原则，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了肃南县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

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知识性为一体的志书，它对本县今后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必将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中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政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

安维堂(裕固族)

秦治国(藏族)

贺敬农(裕固族)

安玉林(裕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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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志》现已编定出版，这是裕固族史上的第一

部县志。这部县志的出版，是裕固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

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庆幸和祝贺的。

裕固族是很早以前就活动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古老民族。早在公

元1世纪时，裕固族的古老先民——丁零就曾在河西走廊活动过。公

元六、七世纪，裕固族的前身回纥族大批迁入河西走廊，游牧于甘、

凉一带。到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崩溃，一批回纥贵族率部迁入河西走

廊定居，不久便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立国一百多年，和中原王朝一

直保留着甥舅关系。到公元11世纪30年代，党项族西夏政权逐渐强

大，占领了河西走廊，甘州回鸦汗国覆亡，在西夏政权的逼迫下分几

支迁徙，一支越过祁连山投奔湟水流域的响厮哆吐蕃政权，后来融化

于藏族之中；大部分群众及贵族部落，退居沙州以南及罗布淖尔一

带，史称黄头回纥；留居河西者，后融于党项和河西汉族之中。公元

13世纪蒙古灭西夏之后，不久建立元朝。1295年元朝在罗布淖尔设

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统辖黄头回纥。由于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已传

入新疆喀什、于阗，裕固族先民——黄头回纥经常与伊斯兰的圣战斗

争。至明朝初年，明封I、烟帖木尔为安定王，由安定：曲先、阿端和

罕东四卫管理撒里畏吾尔地区。1 6世纪初，察哈台后王赛义德汗由中

亚返回新疆，攻占喀什、和阗、库车和吐鲁番四城，并不断向罗布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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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阿尔金山一带挺进，攻击撒里畏吾尔，在多年的宗教战乱下，加

之当时蒙古大酋亦卜拉、阿尔吐厮南下，撒里畏吾尔不能安居，便请

求明朝允许举族东迁，先后进入嘉峪关，定居甘州、肃州南山，并划

地为牧。清朝初年又换发游牧执照，直至民国初年，甘州、肃州驻军

衙门仍按明代旧制管理撒里畏吾尔——“黄番”。20世纪20年代以

后，国民党青海驻军和河西走廊酒泉、高台、张掖、民乐沿线汉族地

区的地方势力，企图分割裕固族驻牧地区，裕固族人民为抵制这股浪

潮，保卫民族生存，于1 936年红军过后提出“七族黄番不分家"的

战斗口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十余年的斗争，直到1949年全国

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裕固族

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得到初步恢复，一批本族出生的干部也培养起来。

1953年经全县民族上层和各界商定，更改撒里畏吾尔、黄番等民族称

呼为裕固族，于195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裕固族历史上

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县。从此裕固族人民摆脱了千百年来的艰难岁月，

和全县藏、蒙、土、汉各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使几千

年来一直处在战乱不堪、东奔西迁的裕固族人民，有了自己的家园，

摆脱了贫苦落后的苦难岁月。经过30多年的奋斗建设，建立了幸福

的社会主义新牧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各族人民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投身

改革开放，致力振兴经济，使全县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

富裕的大好局面，开始进入了新时代的盛世。

1 987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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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好形势下，决定编写社会主义新时代裕固族自治县的县志，成立了县

志编写办公室。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全体同志和总编纂钱卫东同志为

这部新县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几易其稿，现已编写出版。这是一项

有益当代、荫及后世的大业，是值得我们向编写人员及全体参与此项

工作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祝贺的。

编写志书是纵记千载、横书百业的一件巨大工程。这部志书在编

写过程中，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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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民族事

业的负责精神，广征博采，奋力笔耕，使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具有民族特色、历史特点和地方特点，以及科学性、时代性。此书的

出版，为肃南裕固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继承先辈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

神、辑存地方史料、振兴肃南民族经济、发展各项事业提供了历史借

鉴和现实依据。

县志的出版是全县各族人民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全县各族干部、

群众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谨向为本书出了力的志士仁人，致以最诚

挚的谢意。

温故知新，温史知今。祝愿这部县志出版能够起到资政、育人、

存史的作用，促进肃南经济腾飞，百业昌盛。这是编写的目的，也是

全县各族人民的企望。

屈大元(裕固族)

1 993年6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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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1歹!J

一、本志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第一部志书，定名为《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志》。

二、本志贯通古今，略古详今。因肃南县是从张掖、酒泉、武威

所辖各民族地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史料实际情况，上限不

等，以肃南县成立后的历史为主，下限截止1 990年，重大事件延至

1992年。

三、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地方特点为依据，谋编折章，结构为

编、章、节三层，部分节下设目。横排纵述，一贯到底，不划时段。

四、本志采取志、记、传、图、表、录综合体，以志为主，史志

一体。图表分附卷首或各编之中。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历史纪年、地名、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历史习惯。历年年

号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

六、本志将序言、凡例、概述、县图置卷首。数字应用遵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志在全面记述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地方特点的基础上以

畜牧、民族、文化为本县突出特点，予以详述：

八、大事记不设编置卷后，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

法，选择记述了本县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界方面的重大事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编，散见于大事记和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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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有关章节之中。

九、人物编设传、简介、表录三个层次，以正面、近代为主。遵

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为对本县历史发展有显著推进作用的

已故名人。对有贡献或知名的在世人物，正式命名的革命烈士和其他

知名人士列入表录内，以存史料。

十、本志材料，大部分采自省、地、县史料、档案及本县各部门

编写的资料。小部分选自报刊杂志及个人编写的资料，均经考证鉴别

后载入，不一一注明出处。数据大部分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翔实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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