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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甘肃的过去，把握甘肃的今天，展望甘肃美好
的未来。
 甘肃曾有过骄人的辉煌和繁荣。
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对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羲皇和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的远古文
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
有文字记载并给华夏文明以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更是不胜枚举。
周王朝的先祖就发祥于泾河流域和陇东地区，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祖就崛起于天水一带
。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曾孕育了一大批
杰出人物，产生了李广、赵充国、金日碑、窦融、张芝、王符、马超、姜维等众多的英雄豪杰。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甘肃境内沿丝绸之路主干道上出现了一批
旷古胜迹，这就是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众多佛教石窟。
进入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河陇地区沃野千里，胡商蕃客穿行如。
织，《资治通鉴》记载“ 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政治上，李唐王朝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关陇贵族，众多的陇右籍政治家、文学家纵横政坛与文坛，风云
一时。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甘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甘肃也有过长期的萧条和凋敝。
自宋而降，随着海路的开通和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甘肃渐渐地失去了区位优势。
成为偏僻之地。
加之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在这里进行激烈的碰撞。
使陇原大地烽火连绵，兵燹不断，生灵涂炭，生态毁坏，更兼天灾频仍，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
。
 到了近代，左宗棠坐镇陕甘时。
发出了“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感叹。
即使如此，这块土地因众多民族的融合繁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
贡献。
 甘肃正坚韧地走向崛起和复兴。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甘肃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依托资源开发，建成了以石化、有色、冶金、电力、机械制造、电子、轻纺、建材为主的工业体系，
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第一”，一批新兴工矿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面对
贫瘠的土地，陇原儿女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建成了以景电、引大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将陡
峭的山坡地修建成层层梯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
、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建立。
聚集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使这块古老的土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甘肃的全面振兴带来了宝贵的机遇，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
日新月异，甘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地区的兴衰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甘肃必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透过历史的烟云，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
甘肃各族人民淳朴敦厚、热情豪放的性格，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兼容并蓄、开放豁达的胸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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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的进程，我们深深地感到，每一代人都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发图强，加快发展，为甘肃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史明志，我们应当多一点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求无愧于历史。
 我们坚信，甘肃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是为序。
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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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泰县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
东濒黄河，与靖远隔河相望。
南连皋兰、永登两县，西接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古浪县，北邻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和宁夏中卫市。
境内高山雄峙，丘陵起伏，沟谷纵横，滩川交错。
全县总面积5432平方公里。
人口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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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沧桑景泰的由来汉置媪围县居延置的变迁丝绸之路过景泰抚今追昔话边墙永泰龟城寿千年镇虏堡
沧桑变迁红水分县宽沟堡红水县掠影芦塘古城血沃一条山赵家水史册留芳景泰青抗分团与景泰学会桃
李芬芳话“简师”景泰驼队运输史兴修小水利砂田处处关如画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移民奔向新天
地人物春秋太子太保达云熊妃殉节血溅碑骁骑将军化守登威信著闻岳升龙三朝武臣巨擘岳钟琪建威将
军岳登龙弃政从教的雷高捷士林模范颜学洙护法志士胡寿堂同盟会员李蓝田红西路军战士小传王阶平
、王彤云营救被捕学生革命烈士传略起义将军张钦武裎六先生智救中共地下党员李培福的故事山川秀
美戈壁明珠一条山寿鹿山自然森林公园黄河明珠五佛寺五佛柳林渠国家级地质公园黄河石林梧桐山览
胜双龙寺黑山峡西路军烈士纪念碑文化灿烂景泰岩画翰林学士《娱亲图》寻找《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
事略》清、民国年间的契约景泰民间歌谣寿鹿山释道文化寿鹿山古八景诗异彩缤纷的剪纸红水陶瓷别
样红小芦塘砂锅四方圆民情民俗漫话传统年俗屋里面的禁忌建房上“红梁”的习俗，生育礼俗五佛老
豆腐锅盔色香味佳小吃多民间传说观音崖澄金石神女峰黑山峡里的传说昭君拴马桩杨家将在景泰的传
说千层饼传信黄河汛兵的故事康熙皇帝在永泰岳钟琪轶事两则铁花映红芦阳城芦老太太的传说滚灯的
传说陈宽救红军的故事刘德仁的一块银元珍禽异兽现景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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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景泰县位于甘肃中部，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
东濒黄河，与靖远隔河相望，南连皋兰、永登两县，西接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古浪县，北邻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左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境内高山雄峙，丘陵起伏，沟谷纵横，滩川交错。
全县总面积 5432平方公里，人口23万。
 景泰历史悠久。
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珠等文物，经考证属半山类型的文化遗存，证明
远在4500年前，即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西周时境内属羌方；春秋为戎落；战国至秦属月氏；秦末汉初，匈奴破月氏，属匈奴休屠王之地。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后，开河西，列四郡。
大约于汉宣帝地节三年 （前67年），于县境置武威郡媪围县，县治在今之吊沟古城，为景泰立县之始
。
 东汉因之。
其取“媪围”二字为名，据说是沿用了当时移居而来的一少数民族部落的俗语。
真正寓意因无史料记载，无从考证。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繁，边陲媪围，也随之沦复无常。
自晋到清代，无固定建置，皆为各代沿边之属邑。
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属地今寿鹿山脚下的宽沟村设县丞一员，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将宽沟县丞移驻“红水堡”，设分县，取其堡名而称“红水”分县。
红水堡坐落在古“红水河”侧，河名原称老婆河。
传说当时河滨居民中众多男子被充军戍边，两位俊秀女子盼夫回归心切，终日在河边哭泣，久而久之
，泪干滴血，鲜血染红了河水：老婆河因此改称红水河。
红水河的溪水清澈香甜，现供红水村村民灌溉良田及人畜饮用。
堡因河名，县因堡名。
 1913年，红水分县改升为红水县。
 “景泰”县名，始自1933年。
当时，撤红水县，合并靖远县北区成立景泰县。
 景泰县从建置以来几经撤并，隶属关系频繁更变，但历次恢复置县，一直沿用 “景泰”之名。
要知其得名由来，需对永泰城和寿鹿山加以说明。
 永泰古城，筑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为皋兰参军驻兵要地。
取名“永泰”，含“永绝虏患，泰平安定”之意。
其城形如龟，亦有“龟城”之称。
城内地下有五井，状如“五脏”。
永泰古城遗址至今犹存。
 寿鹿山，亦称老虎山，位于景泰县境西部。
《皋兰县志》载：“寿鹿山⋯⋯樵人以斧斤入，始见庙宇，不知何代所建。
 有僧偕白鹿于庙中，岁一出游。
清康熙三十年后踪迹绝矣！
士人画僧鹿于壁，因以名山。
”寿鹿山景色秀丽，前人曾有寿鹿山八景之说：“群峰耸秀”、“崖畔虹桥”、“风幡兆瑞”、“天
梯云路”、“古洞仙踪”、“石泉泻玉”、“夜半涛声”、“炎天飞雪”。
寿鹿山崇岗隐天，邓林蔽日，松柏四季常翠，野花夏秋飘香，系避暑游览胜地。
 1933年，靖远县北区与原红水县地合并设置新县，命名事宜交由当时原红水籍在兰同学会来完成，并
拟有“永寿”、“北屏”、“景泰”三个名称。
“永寿”，是取原红水县永泰古城的“永”字和寿麓山的“寿”字合并而来；“北屏”系因新县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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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版图北部屏障而取之。
 终因“永寿”同陕西永寿县同名，“北屏” 不具代表性而弃之未用。
最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于1933年1月31日，正式取新县名为“景泰”。
据传取名原由有二说：一说是，用“靖”字代表靖远县北区，取“靖”字谐音为“景”，用永泰古城
的 “泰”字代红水县地，合而为名“景泰”，含有“永期景象繁荣，国泰民安”之意。
 二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景泰境地复归明朝版图，境内筑堡设防，广布耕屯，至
今留有“教场”、“营盘台”、“派马场”等地名。
明代对景泰的苦心经营，原因在于“其地介戎夏”，为要扼咽喉，东轭芦靖，西达庄凉，南接皋兰，
北控沙碛，具有“陇右雄镇之一”的战略地位。
今之景泰人，多属明代戍边驻兵及屯田移民的后裔，故以明代宗年号 “景泰”命名。
 另据传说，1933年县名时，甘肃省主席是邵力子，其字为“开泰”。
当他看到为新县名命名的呈文中有“景泰”二字时，便喜上眉梢，当即批准。
因由是“景泰”亦寓“景阳开泰”，正与其字“开泰”吻合，新设景泰县，正是他政绩、业绩的“辉
煌象征”。
 1949年9月12日，景泰解放，揭开了景泰历史的新篇章，旋即诞生了景泰县人民政府，属武威专区。
1955年底，景泰县划归定西专区管辖。
1958年4月4日，撤景泰县，所属全部并入皋兰县。
同年 12月20日，撤皋兰县，将该县所属全部划归白银市。
1961年11月15日，恢复景泰县，属白银市。
1963年10月，景泰县从白银市划出，属武威专区。
1985年8月，景泰县又归属白银市，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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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肃史话丛书》为甘肃省重点出版项目，旨在把甘肃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以生动活泼的文
字、图片展示给广大读者。
 《景泰史话》可以说是景泰这一方水土先民灵魂的影集。
这里面有叱咤风云的将军，德高望重的长者；有秀美的山川，丰饶的物产；有淳朴的民情，动人的传
说。
这一帧帧旧照片会让你激动，使你深沉，引你深思⋯⋯你在阅古览今的比照中一定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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