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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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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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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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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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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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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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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青海路也称吐谷浑路，河南路。
这条路在今青海省境内。
它向西大体经过西宁。
沿青海湖北岸穿越柴达木盆地，接丝路南道而达西域各地：向东则沿西倾山北麓而东出龙涸．顺岷江
人蜀。
与东晋（或南朝）相通。
也可以从敦煌、张掖、武威以南的祁连山口，出则沿青海路东达巴蜀，入则穿河西走廊与柔然或西域
相接。
　　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争纷纭，中原交通阻隔．各国的贡使、商人或僧侣只好通过青海路与南方的
诸王朝进行来往。
如前凉奉东晋为正朔．张骏派傅颖通使建康．当时蜀地为李雄统辖．“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
。
李雄弗许。
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诧以假焉，雄大悦⋯⋯淳还至龙鹤。
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晋书·张骏传》）。
可知他走的正是青海路的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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