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山丹地理、历史、文化概述 

第一节  山丹自然地理环境 

山丹县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蜂腰地带，东靠永昌，西邻民乐，

南以祁连山与青海省为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接壤，东南过西大

河水库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毗邻，西北与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相连。

位于东经 10041～10142，北纬 3750～3903，东西宽 89 千米，南北长

148 千米，面积 5402.43 平方千米。 

山丹县横跨我国两大一级构造地理单元，即北部的中朝准地台与南部的

昆仑祁连褶皱系，次级构造单元又可分为阿拉山台隆和走廊过渡地带、祁连

褶皱带。境内南部为祁连山褶皱带，北部为阿拉善地块边缘隆起部分，属前



 

寒武纪。地质构造由祁连山褶皱带、走廊凹陷带、阿拉善地块构成，是阿拉

善地块的一部分。 

山丹地处祁连山与龙首山之间，南北高山对峙，中间低缓开阔，东西贯通，

呈走廊形。在地球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形成高山、丘陵、平川区，波状起伏，

地形复杂多样。最高的祁连山冷龙岭海拔为4444米，最低的东乐镇西屯沙河

海拔为1549 米。县城所在地清泉镇海拔为 1755 米，相对高差 2895 米，平均

海拔高度 2500 米。山丹因海拔高度差别大，气候、植被分布具有多样性。 

境内南部与东南走向有祁连山和大黄山北坡冲积扇、冲积平川，北有龙首

山南坡冲积扇，南北冲积扇共同汇合形成走廊平川。长城蜿蜒穿过大黄山北麓

和龙首山之间的峰腰地带，向西走向走廊平川。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呈倾斜

状。中部为槽形地带的冲积平原，高山区为褶皱低山丘陵，东北龙首山南麓为

波状地丘陵，北部红寺湖地区为封闭型沟谷平原，全境自东南而西北缓斜坡降。 

山丹县位于亚洲大陆腹地，远离海洋，近沙漠，植被差，多裸露山地、

丘陵，属大陆高寒半干旱气候。具有日照长，太阳辐射强，气温低，昼夜温

差大，降水量少而集中，蒸发量大，湿度小，无霜期短，自然灾害较多等特



 

点。年平均气温 5.9C，极端最高气温为 37.8C，极端最低气温为－33.3C。

年降水量 195～359 毫米。  

山丹县的水系属内陆河流域，东、南部分山区属黑河水系和石羊河水系。

其水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以及南部祁连山和大黄山的融雪。境内河流主要包

括马营河、霍城河、寺沟河、山丹河以及大黄山浅山区的小沟小岔。 

马营河是黑河水系最东的一支，山丹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上游为白石

崖河，中游名马营河，下游称山丹河，古称“弱水”。马营河发源于祁连山冷

龙岭，与发源于祁连山白石崖明泉沟、后稍沟、大香沟、小香沟等沟口流经

霍城镇、李桥乡的霍城河在李桥水库汇流形成山丹河。山丹河向北流至县城

东南与发源于大黄山的寺沟河汇合，向西流经清泉，在东乐镇纳民乐童子坝

河，直至甘州区乌江镇东北汇入黑河，全长 175 千米。  

山丹县土地总面积 5402.43平方千米。可耕地 85.71万亩，占土地总面

积的 15.3%。县城内土地广阔，耕地、草地占总面积的 80.5%，为发展农牧

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种 24 种，各类矿产地 54 处，现已开发利



 

用的有煤、粘土、铁、石灰岩、硅石、滑石、金、银、白云岩、花岗石等 10

种。主要工业产品有水泥、硅铁、耐火材料、石油钻井泥浆助剂、焦炭、煤

炭、白酒、植物油等。 

植物资源主要有麻黄、葵艽、枸杞、甘草、发菜、黄参、厥麻、蘑菇、

益母草等。 

汉唐以来，山丹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是丝绸之路中线必经的咽

喉之地。现在的山丹境内交通便利，兰新铁路、兰新高铁、312 国道、连霍

高速公路穿越县境北部，乡镇村公路畅通，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县

境内通讯设施较为齐全，现代通讯手段已实现全覆盖。兰新石油、天然气管

道从县境穿越。 

2016 年，山丹县总人口为 21.06 万人，全县常住人口 16.82 万人。县境

内汉族人口约占 99.5%以上，另有回、藏、满、维吾尔、壮、苗、土家、土、

保安、侗、裕固、瑶、东乡等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0.47%。 

2016年，全县辖清泉镇、位奇镇、霍城镇、陈户镇、大马营镇、东乐镇、

老军乡、李桥乡 8 个乡镇，共 115 个行政村。县内有山丹培黎学校、中牧公



 

司山丹马场、山丹农场、山丹煤矿、山丹粮食中转储备库、山丹焦化厂、张

掖市山丹水泥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水泉煤矿等省、市、军队驻丹单位

和企业。 

第二节  山丹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河西走廊地处内陆，地形狭长，为一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里气候环境独

特，由于生命之山祁连山的充沛雪水的浇灌，使这条走廊孕育了发达的农牧业。

“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①可以说这里是众多先民理想的

栖居地。早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河西地区就已经成为贯通东西方的

交通通道，社会、经济、文化都已有相当的发展。山丹正好地处河西走廊蜂腰

的咽喉地带，是古代民族东进西出的战略要地。山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

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 

1947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应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校长路易·艾黎的邀请，

来山丹四坝滩考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界定名为“四坝文化”。在

                                                 
①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4 年。  



 

四坝文化遗址不仅发现了石器、陶器，还发现了金属器（铜器和金器）。① 

1988年，山丹县文物工作者在县城西北十七千米处龙首山口子西侧的草

场洼，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群，其中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玉、石器等

文物，据此可推测这里的先民活动，可以上溯到夏商时代。 

山丹的历史地理中，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弱水。《尚书·禹贡》记述：

“（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上源即山丹河，最后注入黑

河，与黑河汇流，浩浩荡荡西去，形成了河西走廊最大的黑河绿洲。 

夏、商、周时期，西羌诸族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战国至秦，这里为

乌孙、月氏等族重要牧地。汉初，山丹县境属匈奴右贤王下属的浑邪王管辖。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河西之战后，河西走

廊归入汉朝版图，历史学家称之为“断匈奴右臂，张中国之掖（腋）”。 

山丹境内置县，始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境内置删丹、日勒

两县。删丹县辖今县境绝大部分地域。日勒县辖有今县境东北部焉支山北侧

地域。  

                                                 
① 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李水

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 年第 3 期；高荣：《先秦汉魏河西

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  



 

西汉王朝在境内泽索谷置日勒都尉以御匈奴，为境内军事要地。  

东汉沿袭西汉建置，境内仍置删丹、日勒两县，隶属于张掖郡。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 年），东汉政府以河西地区置雍州，分张掖郡地

置西郡，治所在日勒，删丹、日勒属西郡。  

三国时期，县境属魏国，魏废西郡，仍置删丹、日勒两县，复归张掖郡

管辖。  

西晋时期，恢复西郡建置。《晋书·地理志》记：西郡，统县五，为日勒、

删丹、仙堤、万岁、兰池。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出现“五凉”政权。“五凉”是指十六国时期

在河西走廊存在过的五个割据政权，它们是前凉、后凉、南凉、西凉、北凉。

删丹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和北凉。 

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学术文化扫荡将尽，而河西独安。这一历史时期 

的河西走廊，学者云集，“区区河西，而学者埒于中原”①。尤其是北凉时期，

沮渠蒙逊延揽人才，提倡儒学，崇尚礼教，学术文化繁荣，佛教活动兴盛，

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从而形成昌盛的“五凉文化”。  

                                                 
① [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中华书局，2013 年。  



 

南北朝时期山丹先后属北魏、西魏、北周政权。北魏时期，境内置西郡，

领永宁（日勒易名）、山丹（删丹易名）、仙堤、万岁、兰池五县。山丹之称，

始见于北魏。西魏沿袭北魏建置，仍置西郡，领弱水（永宁易名）、山丹、仙

堤、万岁、兰池五县。北周废西郡，改张掖郡为甘州，今县境内仍置弱水、

山丹、仙堤、万岁、兰池五县，皆隶属于甘州。 

隋唐时期，隋文帝改张掖郡为甘州，领酒泉县（今张掖市甘州区和临泽

县）、山丹县、福禄县（今高台县和酒泉市）三县。隋炀帝大业年间，改甘州

为张掖郡，领张掖（酒泉县改）、删丹（山丹县改）、福禄三县。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 年）2 月，隋炀帝杨广从洛阳出发，经长安至西平

（今青海西宁），6月，至山丹，登焉支山，会见西域高昌王麹伯雅、伊吾（今

哈密一带）吐屯设（突厥族守伊吾官名）等二十七国使者，并令武威、张掖

官民穿上华裳前来观看，借以夸耀中国的富庶。西域王公来朝，实现了炀帝

“不动兵车，混一戎夏”的愿望。  

618 年，李渊封李轨为凉州总管、凉王。619 年，李渊派安兴贵联络吐谷

浑、突厥等进攻李轨，李轨请降，从此，河西平定，删丹属唐。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复改张掖郡为甘州，以今山丹县境与民乐县

之大部分地区置删丹县，又沿弱水东岸，迤逦西北行走居延海，也为删丹县

辖区（《资治通鉴》），隶属于陇右道甘州府。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吐蕃占据河西，删丹为吐蕃占有达 90 年之久。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沙州（今敦煌）人张议潮起兵驱逐沙州吐蕃

守将，克复沙州。大中五年（851年）10 月，张义潮派其兄张议泽至长安献

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 11 州图籍，唐政府任命他为

归义军节度使，删丹复归于唐。  

872年，张议潮病逝于长安。回纥攻占甘州，史称“甘州回鹘”，删丹由

回鹘驻牧。唐末历五代至宋初的一百多年中，删丹始终为回鹘控制。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西夏灭回鹘，占甘州，删丹属西夏。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西夏国以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置甘

肃军，以删丹为甘肃军（西夏国十二军司之一）驻地，属宣化府。县境属西

夏国190 余年。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占有河西，删丹归属蒙古族建



 

立的元朝。改删丹为“山丹”。  

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专门诏令山丹直接隶属甘肃行中

书省（驻张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升山丹为州，州治在今县城。至

元二十六年（1289 年），重筑山丹城，周长一里二百六十步。  

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取甘肃（今河西地区）。

山丹入明版图。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山丹卫，隶属于陕西行都司（驻张掖），卫

治在今县城。 

为了守边安民，明朝在河西走廊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城堡、筑边墙、置烽

燧、开屯田等军事、经济活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移陕西行都司于

甘州，并添设挂印总兵官镇守，辖 12 卫和 4 个守御千户所，包括西至肃州，

东至青海西宁的广大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都指挥庄得扩建山丹

卫城，共 7 里 209 步，高 2.8 丈，厚 3.5 丈。城壕深 9 尺，阔 2.5 丈。辟东南

西三门，建箭楼 7 座，筑逻铺二十八处。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丹地震，

损毁城墙，次年补筑倾颓城垣，增筑南关，东西与南城墙相当。清乾隆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