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金黄甫 银麻镇》在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下，现在和大家见面

了，这是我县政协工作的又一成果，也是我县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将为更好地开展人民政协文史工作，为研究府谷历史，考古镜今，

认识府谷，建设府谷，宣传府谷做出应有的贡献。

府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为要服地;西周为荒服地;战国

时期属魏国，为固阳榆中地;秦为上郡地;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0

年)，在今府谷县曾设西河郡郡治和富昌县治，遗址在今古城乡;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为匈奴所据;隋为榆林郡银城县地;唐朝时设府谷城，为

镇;五代后唐天佑七年设府谷县，后汉初升永安军;宋朝设麟府路、府

州、府谷县，为路、州、军、县治;元为府州，领府谷县;明、清仍为

府谷县，明朝曾在府谷孤山设延绥右卫;民国时为府谷县，解放区为

神府特区、府谷县;1947 年 11月，成立府谷县人民政府，归晋绥边区

领导;1949年 6月改属陕甘宁边区;1950年归榆林专区;1958年 12月与

神木县合并，1961年 9 月与神木县分治至今。

府谷雄据边塞，襟山带河，北枕长城，西屏榆神。历代君王，重

兵把守，以扼关内。据《延绥揽胜》记载，明成化年间陕北修筑边墙

千余里，置沿边三十六营堡，东起黄甫，西迄花马池，在府谷境内就

有 6个营堡。府谷土地广阔，物产富饶，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历史

的沧海桑田，积淀了府谷古朴厚重的文化，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从唐僖、昭起，经五代至南宋绍兴年间，折氏世代戍守

边关，御寇保国，英烈满门，名垂青史。折赛花不畏强权，英武善射，



辅佐杨业，屡树战功，妇孺皆知。农民起义领袖王嘉胤，于崇祯元年

(1628)率众起义于府谷，后高迎祥、张献忠等尽投麾下，称王设官，

形成农民割据政权，揭开农民起义的序幕。早在 1926 年，创建了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1934 年组建了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府谷这片土地上，无数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前仆后继，流血牺牲。革命烈士赵博、杨岐山、高宏轩等英勇

斗争、视死如归的精神，至今为人们缅怀。新中国诞生后，勤劳勇敢

的府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府谷的经济建设充满生机，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腾飞，正在努力

打造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生态优美、人民幸福的新

府谷。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府谷先进的文化，勤劳勇敢的府谷人民铸就了

府谷昔日和今日辉煌。历史给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

生活各方面，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史资料，我们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从

本辑开始，将分期征集、编辑、出版《府谷名镇》，如府谷镇、黄甫

镇、麻镇、古城、哈镇、清水、木瓜、孤山、新民等诸多名镇(乡)的

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挥“资政存史，团结育人，启迪来者”

等方面的作用，从多层面、多视角生动记录和反映府谷发展变化的历

程，府谷人民的辛酸和悲泣，喜悦和振奋。

《金黄甫银麻镇》的圆满出版，为我们今后的《府谷名镇》文史

工作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文史工作者将

继续努力，本着真实客观，翔实精练，质量第一，创造精品的原则把



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呈现给大家。也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关心、

关注和关爱这项工作，积极参与到我们政协文史工作中来，为建设新

府谷做出更大的贡献。

段裕田

2008 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