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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鉴史明志继往开来中共高台县委书记 余锋高台县人民政府县长鞠毅《高台史话》的编纂出版，是全县
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喜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对于鉴史明志，继往开来，促进全县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台历史源远流长。
远古时代，就曾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禹贡》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
先秦时期，羌人、月氏人和乌孙人就在这里驻牧。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境内置表是县，为高台一带最早建置。
从此，这里便成为中原王朝开拓疆土、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有“三秦锁钥，
五郡咽喉”之称。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的高台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河西走廊有名的绿洲农耕区。
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使其既积淀了丰厚的汉唐魏晋五凉文化，又孕育了灿烂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民间
民俗文化，还创造了北方高度的农业文明。
境内现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2处，县级100多处，其中全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唐遗址—
—骆驼城古遗址和全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古墓群——许三湾古墓群，在国内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
汉代长城、烽燧、屏画黎山、湖映月牙等历史名胜和高台馆藏的5000多件文物瑰宝，都记录着高台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高台资源相对丰富。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黑河中游下段，南抵祁连，北枕合黎，全境山环水绕，土地肥沃，光照充足，灌
溉便利，林茂粮丰，物产丰富，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等资源，千百年来养育着高台人民.也使这块沃土
成为河西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境内有大小河流6条，其中黑河纵贯全境，由此形成的湖泊湿地星罗棋布，又有“戈壁水乡”之美誉
，并成为西北最主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
已探明的矿种主要有芒硝、原盐、萤石、硅石等20多种，其中芒硝储量占全省储量的一半以上，食盐
为全省最大产区。
高台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西北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熠熠生辉。
高台也是一块红色圣地。
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率领下，在高台与数倍之敌
浴血奋战，绝大部分将士壮烈捐躯英雄的身躯倒下了，但精神永存、光照千秋。
在中央和省市的支持下，建成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高台烈士陵园），是红西路军国家级烈
士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青少年教育基
地，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高的声誉。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高台人民勤劳质朴、正直善良、自强不息、知难而进，如今这种精神品质又被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品质的激励下，高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奋发图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将在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高台的征途上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高台史话》一书，以史话的形式来叙写历史，据实而不拘实。
在体例的编排上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举其大要，以点带面，融历史性、可读性于一体，逐篇读来，却
又不失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倘能有助于县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高台、熟悉高台，则甚感欣慰，也就达到了编纂出版的目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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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台史话》一书，以史话的形式来叙写历史，据实而不拘实。
在体例的编排上没有面面俱到，而是举其大要，以点带面，融历史性、可读性于一体，逐篇读来，却
又不失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相信能有助于县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高台、熟悉高台！
高台历史源远流长，高台资源相对丰富，高台也是一块红色圣地。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高台人民勤劳质朴、正直善良、自强不息、知难而进，如今这种精神品质又被
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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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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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丛书由省委副书记马西林策划，两任省委书记苏荣、陆浩亲作总序。
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和副省长李膺也对该丛书的出版作出重
要指示，给予了具体指导。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德祥全盘规划和领导了丛书的出版工作。
这套丛书高标准、高质量的出版定位，严谨鲜活的文风，图文并茂的装帧风格，是在他一丝不苟的要
求下得以实现的。
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谢国西在提出这套丛书的选题构想获得各方赞同之后，精心设计了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使这样一套卷帙浩繁、规模庞大的丛书出版工作得以有序进行。
作为社长.他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处处长罗和平是最早关注这套丛书出版规划的人士之一，早在这套丛书的计划阶段
，他就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丛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更做了许多指导性、服务性工作。
甘肃文化出版社副社长管卫中是本丛书的项目负责人，是这套丛书出版工作中最忙碌的人，他拟订了
编纂体例。
负责组织各册稿件，审改全部书稿，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安排排版、校对、印制，监督图书质量，实
施宣传方案，他的热情、执著、严谨、刻苦的品质，恰巧成就他为这套丛书最合格的实施人。
本丛书十分“养眼”的装帧设计，凝含着外聘美编房娴等人的智慧和心血。
省史志办巡视员、省地方志学会会长张克复对这套丛书的编纂倾注了心力。
他对这套丛书的贡献至少在三个方面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一是在对这套丛书的推动方面。
他运筹帷幄，奔走南北东西，不遗余力宣传呼吁，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终使这一选题喜获各方赞同
支持。
二是在对各分册主编的遴选方面。
本丛书各册主编无一不是当地颇有造诣的文史工作者，无一不对当地文化历史有如数家珍般的了解，
张克复慧眼荐举他们担纲各册主编，保证了丛书稿件质量。
三是在对书稿文体篇目的确定方面。
他渊博的地方文史知识和丰富的编纂经验使得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使一些有缺陷的书稿最终达到
了史实的确凿、布局的完善和表述的恰当。
《甘肃史话》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省委宣传部张家昌副部长、马成洋副部长和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
管钰年、李玉政、袁爱华、何远志及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孟臻等的支持。
省人大、省政协的有关领导也对这一选题计划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
全省各市、县党政领导对这套丛书的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他们的支持是本丛
书得以成功出版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各市、县主持编写工作的宣传部、人大、政协、文化局、志办等单位领导同志的周密组织和编撰人员
全身心的投入，保证了书稿的如期完成和文图质量。
在本丛书的编校出版阶段，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原彦平、陶伟、郧军涛、周乾隆、王奕、温雅莉、李兰
玲、贾立及马映峰、王天芹、周桂珍、蒋潇等以绣花般的细致，挑剔出所有的瑕疵，使该丛书的质量
得到了最终的保证。
《高台史话》是《甘肃史话丛书》之一种。
本书以“史”为记述主线。
以“话”为文体笔调，讲述了高台县自古至今-的远古神迹、历史演变、景观揽胜、物产资源、轶事追
述、文物故址、人文民俗和红西路军血战等县情。
希望世人藉此了解高台，认识高台。
史话内容主要来源于档案史料、方志文献、出土文物，其次为口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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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依据可靠，陈述秉笔直书，整个著录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可用性、可读性。
它对领导决策、资治教化、公务参考、弘扬正气、励精图治，更快更好地建设高台，将会起到一定作
用。
《高台史话》编写，得到中共高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各有关方面鼎力参与，保证了《史话》的
撰稿与编排。
2006年8月，原地区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志纯拟出《高台史话》篇目并与有关同志座谈。
2007年至2008年。
张志纯分别约请原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丹庭、今高台县文物管理局局长寇克红、县档案局副局长
段进泓和市上有关高台籍同志撰稿。
2009年4月，中共高台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王爱琴因事到甘肃文化出版社，恰遇主管史话工作的
管卫中副社长，管建议王部长抓紧落实史话编写。
此事不久提请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同意，并由县政府拨款4万元。
5月19日，王爱琴部长偕同王延金、石建军专程前往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与张志纯共同协商确定了书稿
编写事宜。
尔后，县委宣传部召集撰稿人，王部长安排题目，提出限期与要求。
于是，5月下旬至6月下旬，仅1月时间，突击撰稿八九万字，连前合计18万余字，快速完成组稿、编稿
、审稿；6月16日，书稿电传甘肃文化出版社。
为争取在8月1日高台县举行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向来宾赠送《高台史话》，
出版社将此书列为紧事紧办之务，拟出进度安排，落实分工责任。
经过编辑和编撰人员一月夜以继日的劳动，《高台史话》终于如期出版。
与一块地域的悠久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相比较，任何文字的表述都是苍白的，都仅仅是.
撷取了几朵浪花。
本丛书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寻访甘肃大地历史文化蕴藏的线索图。
有兴致的读者朋友们，不妨以本丛书为向导，顺藤摸瓜，寻幽探隐，以您的新发现，来批评、填补本
丛书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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