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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分片索引  
Map Index of Gansu

兰州市 / 011

白银市 / 057

定西市 / 073

临夏回族自治州 / 095

酒泉市 / 113

嘉峪关市 / 145

张掖市 / 153

金昌市 / 187

武威市 / 195

甘南藏族自治州 / 237

陇南市 / 265

天水市 / 291

平凉市 / 349

庆阳市 /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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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概述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黄河上游地带，山川

壮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甘肃东通陕西，南

控四川、青海，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古、宁夏，西北

端与蒙古国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和黄金地

段，也是镶嵌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

间的一块瑰宝。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据考古发现，远在距今约 2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相传诞生在甘肃，创造了我国最

早的农业，故有“羲轩桑梓”之称，这也成为黄河流

域悠久历史的开端。

先秦时期，中国分为九州，甘肃省境大部属雍、

凉二州，旧称“雍凉之地”。商周之际，周部族在今

甘肃庆阳附近形成并向东发展，秦人崛起于今甘肃天

水地区。西汉时期，汉武帝至昭帝间陆续设武威、张

掖、敦煌、天水、安定、武都、金城诸郡，汉代的开

边政策和张骞通西域之举，成功开启了丝绸之路的

千年辉煌。三国时期沿袭东汉建制，今甘肃省的大

部分地区属曹魏，南部的部分地区属蜀汉。从西晋

末到十六国时期，甘肃境内（或跨境）先后建立的

割据政权有：后赵、前秦、后秦、前凉、西秦、后凉、

南凉、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等。隋唐时期，

甘肃成为我国联系西域各国乃至地中海的重要通道，

武威、张掖、敦煌、酒泉陆续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

国际性贸易城市，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之声望。北宋年间，西夏统治河西时设有甘肃军司（驻

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这是最早出现的“甘肃”

之名。甘肃，是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二地的首字而成，又因省境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

以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故甘肃又有简

称“陇”。到了元代，全国创设省制，甘肃正式设省。

明清屡有行政建置变化，至清中期以后，甘肃辖区

逐步稳定包含今省境区域，陆续又从甘肃析出新疆、

宁夏、青海，此时甘肃省行政区域大体已与今相同。

截至 2024 年年末，甘肃省辖 14 市（州），其中有 2

个民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肃地形呈狭长状，地貌复杂多样，包括山地、

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四周为群山峻岭

所环抱，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以按照地

貌上的各具特色形成五大人类聚居区域：陇中、河

西走廊、陇南、陇东南、陇东。历史上，甘肃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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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邮区舆图（1942）

一直是众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各民族人

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共同开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

甘肃古代文明；而不同习俗、生活方式的汇聚，也

使甘肃的古代文明具有独特的地区特征，遍布甘肃

各地的古迹文物和古建筑名胜，则是这源远流长的

古代文明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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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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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全省这样狭长的行政辖区内，陇中地区

的这个“中”不仅是指其空间位置大致处于甘肃省

省域范围的中心，而且也指其是联系河西走廊、陇

南、陇东、陇东南四个区域的交通枢纽，同时省会

兰州市也恰在其中。为了编目上的方便，本书所说

的“陇中地区”比一般历史地理范畴所指的稍小一

些，也就是说，包括兰州市、白银市、临夏回族自

治州、定西市四个市域、州域行政辖区，而不包括

平凉的庄浪县、静宁县与天水的秦安县、张家川回

族自治县、清水县。

自然与人文背景

陇中地区位于祁连山东延，六盘山以西，甘南高

原与陇南山地以北，以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地貌为主，

适应旱地农耕经济，但是土地较为贫瘠，自然资源并

不丰富，因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另一方面，

黄河从此转道北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与青铜时期的寺洼文化

遗址都说明在史前文化时期，先民们在此的生活繁衍

活动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的古羌文化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聚落与建筑群体

陇中地区在建筑气候分区中属于寒冷地区，而且

大部分为丘陵沟壑，平原较少，且植被分布稀疏。并

不优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的建筑聚落更积极

地适应自然现状，比如民居建筑以合院形态为主，基

于生土材料的夯筑或土坯砖砌也是当地的营建特色。

此外，这里在历史上也多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现

存古代建筑遗存也多可以在类型与布局方面看出基于

军事防御的考虑。目前，原始风貌保存较好的几处聚

落，如河口民居、青城民居，均为扼守要道、背山面水，

顺应山河的走势，因地制宜。一方面，通过多道城门

与城墙的设置迎合军事防御的需求，并结合内部经济

运作的需求，划分居住与农耕用地。另一方面，由于

河道增加了商贾往来的交流，这些聚落同时也发展出

繁荣的商贸活动，民用的公共建筑类型丰富，街巷布

置尺度适宜，民居院落别有洞天。

建筑类型与风格

从建筑功能方面来看，陇中地区现存古建筑主

要包括宗教建筑、居住建筑、交通建筑、教育建筑

及城池建筑等类型，从建造特征来看，除了单层与

楼阁式的木构建筑，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石窟、塔。

就本书编入的古建筑来看，宗教建筑近半数，按照

祭祀内容的不同，分别以佛教、道教、民间祭祀、

伊斯兰教建筑为主。此外，官方建造的祭祀孔子的

文庙建筑数量也不少。

结合前述对于陇中地区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分析可

知，陇中地区的建筑类型较为全面，比如现存于兰州

甘肃省陇中地区古建筑类型统计

古建筑数量 / 处

宗教建筑——佛教
宗教建筑——民间祭祀

石窟
居住建筑——院落
宗教建筑——儒教
居住建筑——村落

交通建筑
宗教建筑——道教

城池建筑
塔

宗教建筑——综合
宗教建筑——伊斯兰教

衙署建筑
教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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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甘肃举院，是甘肃全境唯一一处体现当时科举考试

制度的建筑遗存，为还原科举考试制度的现场执行程

序提供了一定的场景载体。此外，整体建筑风格较为

稳定，体现出对自然地形与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的适应

策略，比如建筑群与院落的组织较为灵活，不拘泥于

中轴对称；民居院落通常内向且敞阔，既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防止冬季冷风侵袭，又尽可能地利用了阳光带

来的热量。结构与材料的选择也充分体现出就地取材

的特点，以生土与木构、砖石与木构，以及砖石与生

土的混合结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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