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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开发    永靖地处黄河之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为原始人类的生存
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先祖们在这里创造了极其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境
内发现多处，其中既有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也有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齐家文化
遗址，还有晚于齐家文化的辛店文化遗址。    马家窑文化类型的主要遗址在县内范家村、马家湾、孔
家寺、白家川。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马家湾遗址发掘出四座半地穴半地面式的方锥形建筑物。地面
下是长方形土坑，坑的四壁平直，表面坚硬整齐，屋内面积约14平方米～16平方米，地中央立有一根
粗木柱，四角有四根对称的木柱。复原起来的屋顶呈四角攒尖，用茅草覆盖，并涂以草泥。另外还发
现三座圆形房址，地下结构与方形房屋相似，只是屋顶复原的形状是圆锥形。每座房子都设有阶梯和
通道，灶设在门口。这七座大小基本一致的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附近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窖
穴。这些房屋遗址证明那时的人们已有了固定的住所，还形成了自然村落。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时
期是彩绘陶器的鼎盛时期，彩陶制作精细，绚丽多彩。其中三坪(今属临夏州积石山县)出土的一件彩
陶瓮，造型古朴典雅，纹饰流畅，被誉为“彩陶王”，列为国宝。齐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地
区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境内齐家文化遗址在秦魏家村、张家嘴、姬川村等。齐家文化属铜石并用时
期。秦魏家的铜椎、斧、铜饰等文物表明，在当时，铜的采矿、冶炼及加工已相当发达。辛店文化是
我国商周时期分布于甘肃、青海地区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境内的辛店文化遗址以姬川村、张家嘴等
为代表。遗存中有大量的石质和骨质生产工具，如斧、镰、柞、臼、研磨器等。说明当时人们的已能
对粮食做比较精细的加工。从出土青铜器及冶铜工具看，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永
靖莲花台出土的一件青铜罐，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容器。    从古代丰富的传说、史料
中可知，境内从远古就居住着羌人。羌人是从事畜牧且以养羊为主的一个民族，是夏王朝的主要部族
，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秦汉时代的开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完
成了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统一大业，势力扩展到今刘家峡地区。秦始皇在“因河为塞”的同时，实
行“移民实边”，用“拜爵一级”的办法鼓励平民向边疆迁徙。以开发新建各县。从此，从中原各地
向西羌所占领的地区迁来众多人口，与西羌各族杂居。西汉王朝采纳赵充国的屯田建议，调赵充国回
京时，留下大部分淮南、汝南以及中原其他地区的士兵在河湟一带屯田，又从内地大量徙来农民，为
其提供生产设施。这些军民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又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开发河湟地区作
出了巨大贡献，也促使羌人的农业由粗放式的抛荒经营过渡到定居经营。汉羌人民共同辛勤劳动，促
进了河湟地区的开发。汉代的时候，这里东南通临夏、临洮，西北通青海和河西走廊。据专家考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这里就已经有渡口，西汉又专门修筑临津城，设立了“临津渡口”。张骞出使
西域、霍去病西征匈奴都是从临津渡口过黄河的。    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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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胜古迹、古今人物和风土民情。它既是一部可读性颇强的著述，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部
书，不但加深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故乡的认识，也为省内外、国内外人士了解永靖打开了
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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