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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说明

一、本书以盐池县域为范围，参阅不同历史时期有关盐

池的地方志，结合文史记载和文物考古，对花马池、兴武营、

铁柱泉等１５处古遗址、５９名历史人物、８７首古诗、１９篇古文进

行了考订、整理和评说。 时限为公元前１０４年至公元１８４０年。

全书以地域追索历史，以历史探求诗文，以诗文证实历史，力

求全面、精到、可信、实用。 本书根据县委张柏森书记“挖掘

盐池历史，弘扬传统文化”的意图，由任永训、侯凤章执笔编

写，编委会集体审阅定稿。

二、编著体例分为古遗址、历史名人、古诗三个主体部

分。“古诗”又分为原著、注释、作者介绍、赏析四部分内容，

保持诗文原韵。 散文、碑记酌情收录，只加注释。

三、古代地名，以各个不同时期的地理专著为基准，酌注

今地。 古今地名的异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宁

夏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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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与文物考古调查相对应， 酌情取

舍。 涉及周边地区的地域名时，尊重历史，注重现时，不作为

省县区划的依据。

四、人物传记，以二十五史中的《列传》为准，参照南京

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人物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和梁

新民著的《武威历史人物》（兰州大学出版社）相互补遗，力

求无误。

五、作为古韵恕不收现代诗文。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诗

文，酌情收入附记，不加注释和赏析。

六、本书所收诗文力求全面，多版本比较力求以准，古

今地域参照力求于精，行文尽力浅显通俗易懂。 书中如若与

某文有类同之处，因事涉及历史在所难免。 书中引文恕不一

一答谢。

编者

２００５年５月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盐池地处河套之冲，西临距今约 ３万年前的水洞沟旧石

器文化遗址仅 ２０余公里，当为河套文化发祥地。距今 ５千年

前手持石斧的先民们就开拓了盐池这片处女地。现发现于麻

家畔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物，哈巴湖、张记场约相当于

夏朝的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遗址中的石器、骨器、陶器等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已见人类文明进步之端倪。 花马镇张

记场汉代古城遗址出土的盐、蛋皮和红、黄、黑三种糜谷证明

了盐池境内当时驯养业、畜牧业、种植业的发达程度。 盐池，

隋置盐川郡， 唐和西夏置盐州， 明建花马池，１９１３年置盐池

县，这些充满咸味的建置名称，告诉人们盐池境内古代盛产

食盐的景况。 长城、城障、墩堠、驿递，或横贯盐池东西全境，

或星罗棋布盐池旷野山川， 说明这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北有北魏时期开凿的尖尖山石窟，南有唐初开凿的灵应山石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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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使佛教、道教文化在盐池及周边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边塞要冲，必有重兵防守，大将莅临，他们挥戈跃马，驰骋疆

场，又慨叹浩歌，吟诗赋文，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华章，综合地

反映了古代盐池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及民生疾苦，自然风

貌，是一批宝贵的文化财富。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文明进程是艰难

的，它是血与汗的积累，是愚昧和智慧的消解与增进，是后浪

推前浪的严整程式。传统如后浪，现代如前浪，没有后浪的丰

厚底蕴，就没有前浪的整体奋进。 因此，因袭传统是愚昧，割

断历史是冒进。 脉望不断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 但继承是

为了创新，为了发展，所以我们提出挖掘盐池历史，弘扬传统

文化，就是为了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吮吸传统文化的

乳汁以大力推进盐池各项事业的进程。

同全国各地一样， 盐池也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

盐池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目前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盐池人民期盼发展，呼唤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要求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历史的责任，光荣而艰巨。 事业的发展

是需要精神支柱的，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我们同样需要传统文化

的滋润。 盐池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盐池精神是盐池发展的

宝贵财富。这个精神来自于先进文化的积蓄和传统文化的积

淀，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结晶，是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

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熏染的结果，它必将推动盐池向更加灿烂

的明天发展。但是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学习革命理论，学

习传统文化，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创造和谐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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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 盐池解放七十周年了，“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七十年来，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的盐池大地生机盎

然，兴旺发达，工作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领导、干部、群众，有

能力创造盐池的历史，也一定有能力开创盐池的未来。 江山

代有才人出，愿我们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们的使命是不辜负

时代和人民，我们的责任是推进盐池社会历史的全面进步。

这是一本史料性小书，愿对此奉献绵薄之力。

中共盐池县委书记 张柏森
２００５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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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 古韵

五原郡及盐州。郡、州治所同置一地，今俗谓之西破城。在

盐池县城西南75公里。 东南至惠安堡城2公里，东北至小盐池

城（今老盐城）52公里，东至塔式灵台墓区15公里，西到苏家

北梁45公里。 原银西公路擦墙而过，今新路北移约400米。

盐州，禹贡雍州之域。 春秋为戎狄所据，及始皇统一全

国，地属梁州。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始置五原郡，

以其地有塬五所，故名。 塬，为黄土高原的一种地貌。 四周为

流水切割，顶面广阔，地表平缓，表面有片流侵蚀，但仍保持

着原始堆积平坦面的形态。 五塬分别为：龙游塬、乞地千塬、

青岭塬、可岚贞塬、横槽塬。 至晋，地没赫连勃勃，后魏平之，

移地筑城，并更名为西安州。遂后不久又于五原郡旧地复置，

以其北有盐池更名盐州，为盐州一名之始。 隋大业三年（公

元607年）更名盐川郡。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为盐

州。其时，梁师都依靠突厥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为梁师都

五原郡及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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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 古韵

所据，唐因以州侨治于灵州。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王朝

击败突厥，梁师都被其部属所杀，盐州迁回旧址复置。天宝元

年（公元742年）又改五原郡，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再为盐

州。州境南北长270里，东西240里，辖五原、白池二县。贞元三

年（公元787年），没于吐蕃。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州发

生大饥荒，吐蕃驻兵困难，将城池毁坏殆尽离去。唐王朝又派

灵盐节度使率兵驻守，并从各地调动三万五千人马，迅速筑

城。唐时划全国为十道，盐州隶属于关内道。公元960年，赵匡

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史

称北宋。北宋初年仍于此处置盐州。公元1032年，党项族首领

元昊建立夏朝，史称西夏。 盐州为西夏领地。 公元1225年，蒙

古铁木真伐西夏，废除盐州行政建置，以其地属环州。明朝以

其地归属灵州守御千户所，为宁夏中路。 民国二年隶属盐池

县。 盐州故城在今何处？ 学术界素来意见不一。 今考西破城

矩形，东西长2637米，南北宽233米。 黄土夯筑，基宽约7米，

顶宽1～4米，残高2～3米。东墙倾圮严重，多为沙埋，残高1米左

右，于墙中开一缺口，当是城门遗迹。 城内西、北两面原有台

式建筑基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盐池县文物部门先后多次到

实地调查。 1987年8月，又进行了探沟调查。 出土最晚的文物

属于西夏时期，有西夏刻线手掌纹砖、小型石磨和西夏以前

的陶瓷残片及唐宋钱币等。出土的高鋬、短流红陶注，经中科

院考古研究所专家认定为席地而坐时的器物， 器形完整，是

唐代中期以前的实用器。这些出土文物证明此处城址遗迹当

是西夏及其以前的建筑物，西夏以后则被废弃。 西汉时置五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盐池 古韵

原郡是因为地有原五所而得名。 这里属黄土高原，其原的地

貌特征明显，只是原的具体名称今已无从考证。 后魏更名为

盐州是因其北有盐湖而得名。 因此，盐州城的北侧必须有盐

湖是更名盐州的重要因素。《嘉靖宁夏新志·卷三》载：“今

盐池之在三山儿者曰大盐池， 在故盐州城之西北者曰小盐

池。 ”明时改唐时的乌池为花马大盐池；改白池为花马小盐

池。 据此，反而言之，在花马小盐池的东南便是故盐州城。 由

此说来确定小盐池的位置十分重要。盐池县博物馆在今老盐

池城内东岳庙采集到两只铁质香炉，其上有铭文，一只是明

嘉靖年间的，另一只是明万历年间的，均铭记“小盐池南门

东岳庙香炉一顶”。 另外一盒墓志铭也记载了小盐池百户的

生平及族属关系等。因此可以断定，今天的老盐池城，即是明

时的小盐池城。这些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足以证明今天的西

破城即是古代的盐州城。（参见《宁夏史志研究》2002年第

六期，任晓霞《试论盐州故城今何在》一文）。

五原、盐州地方历史悠久。 在其辖境内发现了相当于仰

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麻家畔、马坊等新石器分布点，说明距

今6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哈巴湖等处新石器时代

细石器文化点的分布相当于夏朝，至今也有3千多年。 五原、

盐州一代历史上曾是多民族杂居区。其地物产丰富。乌池、白

池盐产业的优势支撑着历代王朝的经济，成为国计民生的重

要依托。 塬地可耕牧，且有哈巴湖、铁柱泉等水源，发达的农

牧业哺育了这里一代又一代人。灵盐路、盐夏鄜州路、盐环路

（也称灵州路）等，通活了经济互市，拉动了经济的发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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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 古韵

汉武帝建五原郡，到西夏灭亡废盐州行政建置，历时1300多

年，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正是历史上

地理位置和物产的优势，使历代各民族间互相争夺，成为兵

家必争之地。 因此说五原郡、盐州行政建置的历史又是一部

军事战争史。

西周对猃狁（xiǎｎ ｙǔｎ）的战争。 西周时盐州一带为戎

狄所据。 周宣王命大将南仲率战车伐猃狁。《诗经·小雅·出

车》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出车彭彭，旗旐央央。 ”是说

一路上战车彭彭作响，旌旗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 诗中的

“方”即朔方，泛指周的北部，包括了今盐池在内的宁夏（不

含固原）地区，并在朔方筑城。 周幽王烽燧戏诸侯的故事致

今广为流传，他被今宁夏等犬戎杀于骊山下，虏褒姒而去，致

使西周灭亡。 春秋及战国时期，宁夏北部地区，以盐池为中

心， 居住着昫衍戎族。 秦惠文王于公元前３２０年北巡游观黄

河，经过了盐池、灵武两地。始皇并天下，全国实行郡县制，于

今盐池县北（张记场）置昫衍县，以其地为昫衍戎族所据故

名之。隶属于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宁县），时为西北边陲要

地。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在全国置十三刺史部，北

地郡受朔方节度使督察。公元前１２７～１２１年间，汉武帝先后派

卫青、 霍去病等名将率军逐匈奴， 收复了包括宁夏在内的

“河南地”、“新秦中”大片土地，匈奴势力远徙漠北。元狩三

年（公元前１２０年），山东水灾，汉武帝又将灾民７０余万口迁

至关西朔方、新秦中。这是宁夏地区首次移民的历史记载。司

马迁形容为“冠盖相望”。 其后汉武帝还不断地推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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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边”政策。 汉武帝对地处匈奴前沿的安定（今固原）、北地

二郡十分重视。 先后于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十月、元封

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十月、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八月、

太始四年（公元前９３年）十二月、征和三年（公元前９０年）正

月、后元元年（公元前８８年）正月先后六次出萧关前来“巡

视郡国”。元鼎五年第一次巡视，当发现新秦中道路上“千里

无亭徼（ｊｉàｏ）”时，十分震怒，下令将北地太守及其下属官

员全部治罪处死。 西汉时十里置亭，是负责掌管治安、警卫，

兼管停留旅客及民事的机构；徼，即军事要塞。这次诛杀震惊

了朝野。汉武帝六次于北地用兵驱逐匈奴，历时３９年，但边事

仍不间断。 在他老年时不得不放弃战争，亲躬农桑使经济复

苏。直到公元前３３年，昭君作为汉元帝的使者，出塞下嫁匈奴

呼韩邪单于，由于联姻使这里的边事稍息。 隋朝面对的敌对

势力是突厥。 唐朝初期突厥贵族仍然在盐州争夺盐湖。 由于

与吐蕃联姻，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赞普，使得唐王朝

腾出手来对付突厥。中唐以后，吐蕃求婚唐玄宗不允，唐贞元

三年吐蕃再次进犯占据了盐州。 在唐时盐州因有乌、白二池

盐利和产名马、中药材等，经常互市到长安。 因此出现了“

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的繁荣景象。 唐肃宗李亨

在灵州登基后率数万大军回长安，走的正是灵盐路。 这条路

由灵州向东南，过盐州，经青冈峡（今萌城一带）、方渠（今

甘肃环县）、顺化（今甘肃庆阳）、凤翔至长安。 这条路和今

天的银西公路走向基本一致。北宋初年，李继迁、李元昊祖孙

先后叛宋，凭仗着乌、白二池食盐的优势，在“纳贡不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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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前提下与宋王朝对抗。 尽管宋王朝采取了取消互市、

打击私贩、强令陕西军民食用解池盐的强硬措施，但由于解

池盐味苦且价高，而乌、白池盐味甘而价廉，私贩屡禁不止。

也由此而起，宋夏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公元１０３８年１２月，

宋王朝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设置陕西经略使。 以夏竦为

泾源秦凤安抚使，范雍为延环庆安抚使。公元１０４０年８月由

韩琦和范仲淹接任。 元昊建夏国，都兴庆（今银川市），划全

国为二十二州。 盐州时为西夏其中一州，元昊据盐州与宋王

朝对抗。 公元１０４１年２月，宋将任福与夏军战于好水川，宋军

残败，几乎全军覆灭。 公元１０８１年５月，宋神宗以五路大军伐

西夏，夏人决黄河七级渠以灌宋营，死者十之八九。宋军两次

惨败大大地削弱了与西夏对峙的力量。当时盐州为西夏的前

沿，清远军（今宁夏盐池萌城一带）为宋军的前沿，各自以此

为界戍守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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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 古韵

五原郡及盐州历史名人

杜希全（？ ～７９４年），唐朝将领，京兆醴泉（今陕西礼泉

县北泔北镇）人。 自少从军为郭子仪裨将，积功至朔方节度

使。 军令严明，士卒悦服。 唐德宗初，他为盐州刺史，累功加

检校户部尚书。 曾以兵马使从幸梁州，德宗还京迁升太子少

师、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 节度受降城、定远城，天德

军灵、盐、丰、夏等州。以唯德惠人，深受德宗宠爱。他以盐州

地当要害，自贞元三年（公元７８７年）西蕃结盟之后，州城陷

吐蕃，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事隔，西通坊甚为边患为由，

上书德宗：“盐州地当要冲，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

密迩延庆，保卫王畿。 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亭障烽

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

守之具，备耕战之方，以治四夷。”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３年）二

月，德宗诏批：“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修复旧制，

安图疆里。 ”于是命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绛、、宁、庆兵马

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

宁节度使张献甫，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银夏节度使韩潭，
坊节度使王栖曜，振武节度使范希明等，各于所部简练将

士３５０００人同赴盐州。 神策将军张昌宜权知盐州事， 征役
６０００人板筑盐州，二旬城而就。 贞元十年（公元７９４年）正

月，杜希全卒。

元和十五年（公元８２０年）一月，唐宪宗又命李光彦重新

修建盐州城。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