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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灵武市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厚重。先秦时代，这里是北方诸多草原部落

“行国”的游牧区域，境内有古西戎族建立的朐衍方国。战国秦惠文王更元五

年（前 320年），秦惠文王曾巡视至“北河”（今银川平原黄河段），旋设朐衍

县（治今盐池县境内），灵武境初入秦疆。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年），朐

衍县隶属于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市境内），今银川平原黄河以东地区正式纳

入中原大国秦国版图。

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年），蒙恬奉命率部“略取河南

地”（约当今大河套地区），“斥逐匈奴”“城河上为塞”，沿河筑障（军城）、

设县、徙谪（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而揭开塞上黄河两岸农业经济和屯

垦开发的序幕。在这种背景下，今宁夏沿黄第一县———富平县应运而生，其上

隶北地郡，下辖今青铜峡河东灌区大部。宁夏引黄灌溉的第一批古渠在期间

诞生。

秦亡汉兴，朝廷仍向“河南地”持续大量移民、大规模兴修水利，农业经

济得到空前大发展，“河南地”成为“冠盖相望”的富饶之乡，被史书称为

“新秦中”，即再造一个“八百里秦川新关中”之喻。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经

济的发展，地方行政管理也相应跟进，于是有汉一代，宁夏黄河两岸除原东

岸仅富平一县外，新的县级政权犹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出现，举凡灵州县（东

岸）、灵武县（西岸）、廉县（西岸） 和眴卷县（南岸） 等，塞上沿黄城市群初

步形成。

汉灵州县与灵武县，初同为北地郡下辖的地位平等的二县，分别位置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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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西两岸，隔河相望，仅数十里之遥。因灵州县治城建在黄河洲岛之上，依

“水中可居曰州”和“随水高下，未尝沦没”视为“灵”之意取名“灵州”

（见《汉书·地理志》）。而同时代新设的灵武县，亦因治地近贺兰山口“灵武

谷”，故而得名灵武（见《后汉书·段 传》）。古灵州的诞生时间是西汉惠帝四

年（前 191年），距今已经 2200余年。

东汉至南北朝间，因时局不靖，塞上沿黄诸县，或迁或废，或改名称，直

至隋唐间，方恢复灵州、灵武郡名称。唐至德元年（756年），安史之乱中，

太子李亨在灵武郡继承皇位，改灵武郡为灵州，升为大都督府，是为陪都。党

项贵族建立西夏地方割据政权以后，称灵州为西平府，设翔庆军，宋季，尊为

西京。

朱明王朝建立，宁夏地区位处残元蒙古各部内犯的主要战区，故以镇、

卫、所军事管理体制代替府、州、县建置。时古灵州地区先后设立灵州河口守

御千户所、灵州守御千户所和灵州千户所，此“灵州”仅系地名而无行政建置

的内涵。

明代以后，古灵州城一直位于黄河洲岛之上，后因河水主流的变化，至明

初，灵州千户所所城，已改临黄河南岸。因屡被河水威逼，于洪武、永乐、宣

德间的四五十年，城凡三徙。今天的灵武市古城遗址，是明朝宣德三年（1428

年） 所筑的新城（见朱栴《宣德宁夏志》和《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另外，汉

代古灵武县也因地处河西，临近贺兰山战区，城毁县废，其地分属宁夏镇辖之

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垦区。清代以两卫改设宁夏县、宁朔县，至此存在

2000多年的河西古灵武县退出历史舞台，至是灵州与灵武行政与地域名称完

全重合。民国 2年（1913年），改灵州为灵武县。

1949年 9月，宁夏解放之初，曾一度设立灵武县辖的吴忠堡市（见冯茂

《宁夏现代行政区变迁沿革》）。1954年，宁夏省河东回族自治区（后改吴忠回

族自治州） 成立，灵武县为自治州属县。1972年，设立银南地区，行署驻吴

忠县，吴忠、灵武二县同为地区属县。1996年，撤改灵武县为灵武市，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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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银南地区。1998 年，银南地区撤改为地级吴忠市，灵武市为属县之一。

2002年 10月，灵武市转由银川市代管。纵观历史，从沿革渊源来看，灵武与

古灵州域名交替使用，隶属关系稳定；再从舆地方域来看，更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今天的灵武市位列全国“千年古县”行列，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百强县

（市）”前百位大县，还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这些成绩的取

得，其中与继承和发扬了古灵州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部

《灵武历史纪年》的地情资料书，我读后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

因为爱国家的基础是爱故乡，而爱乡邦的前提首先就要了解她，如果数典忘

祖、茫然桑梓、不敬乡贤，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爱国爱乡也无从谈起。

日前，于该书行之梨枣之际，灵武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黄向泰先生登门邀

序，仓促间草成这篇读后心得，以求同仁方家斧正。是为序。

吴忠礼

丁西鸡年仲春

（作者：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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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就听大人们讲许多灵州的故事。长大工作后，竟尔结缘灵州，岁月

相伴，成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灵州人。今灵武，古灵州也。其山、其水、其人、

其物，虽熟犹生，不免教人一探究竟。水万派，始有其源；木千条，固有其

本。随着探究视野的拓展、脚步的深入，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征战、戍边、移

民、垦田、开渠、牧马、边贸、会盟、建都等历史事件，绘珠成册，恰似一幅

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灵武历史纪年》 （以下简称纪年） 全景式展示了这一盛况。《纪年》阐

明：自有文字记述的历史以来，灵武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祖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春秋、战国时有羌、戎等族在此逐牧生息。秦汉时代，这里

设置郡县，直接归中央朝廷管辖，并且移民到此屯垦，开创了造福千秋万代的

引黄灌溉事业。十六国时，赫连勃勃于灵州建“果园城”，其至北魏“桑果余

林,仍列州上”。其时灵武已是富饶美丽的花果之乡了。隋唐两代结束了北方各

族长期纷争的局面，这里依然在统一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农牧业迅速发展，

遂以“塞上江南”闻名。唐朝翰林学士、尚书左人、诗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

灵武》诗赞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灵武美名逾传遍天下

至今。自秦汉以来，灵武“历为京都北大门，中原屏障，国之巨防，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至唐代已成为天下第一军镇。灵武“军输王室，功高天下”，一度

“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管握，自国初以来未有也”。《灵州志》载：“盖

朔郡统属有五，灵邑独限大河，具喉唇襟带之势，故选吏常重于他处。”

11~12世纪，党项族首领建西夏割据政权，初，建都灵武，置西平府，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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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迁都怀远镇改其名为兴庆府（银川），时西平、兴庆府并称东西二京，留

下大量文书遗迹。成吉思汗率军攻占西平府灭西夏后，始有“宁夏”之名。

元、明、清三代，这里先后置州、牧、千户所，辖区进一步缩小，其范围仍南

至今甘肃省环县、宁夏固原及中卫市界，东至陕西省定边县界，辖今吴忠市利

通区、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全境和永宁县、青铜峡市、中卫市部分地

域。此建制一直沿用至雍正二年（1724年），裁灵州千户所重置灵州到清末。

民国 4年（1915年），始将灵武县辖萌城、隰宁、惠安、盐积四堡划归盐池县

管辖。

《纪年》也表明，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灵武地区素以其屯田经济、民族

迁徙、塞北江南、军事重镇等引人注目。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肃宗、

唐代宗、成吉思汗、康熙等多朝皇帝行幸灵州；南仲、蒙恬、卫青、霍去病、

司马迁、李靖、张说、牛仙客、郭子仪、杜鸿渐、张仁愿、姚崇、沐英等名臣

猛将出镇灵州；李益、白居易、王维、高适、岑参、贾岛、张籍、杜甫等著名

诗人、文豪都曾相继涉足灵武。

《纪年》承载历史脉络，叙说了世代灵武人的深厚底蕴。蕴育出如起始汉

朝傅燮传续千年兴盛的灵武傅氏家族，唐朝史敬奉，宋代周美、翰道冲，清朝

孟之珪等无数文臣武将、忠孝义烈之士。明代所置灵州学宫，清朝扩为灵州州

学；设于清朝的钟灵书院、奎文书院更彰显了灵武人文之盛。志书记载：“灵

武自汉唐以来，人材绝盛，著于旧史者，代不乏也。”

新中国，新时代，新气象。灵武秉历史之神韵，踏名人之足迹，循改革开

放之东风，历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凝心聚力、实干苦干，中共灵武市

委五届全会以来，实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生态立市、脱贫富民战略，力促

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并引领强势跨越：一、二、三产特色鲜明，“五位

一体”暂露头角，全国百强争先进位，“国字号”模范市、示范市榜上题名；

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历年有评，呈现诸业并进、

安居乐业，业绩骄人之状，古老的灵州大地再披“丝路古驿、唐韵古城、长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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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乡、羊绒之都”崭新戎装，谱写灵武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美诗篇。灵武，这颗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的璀璨

明珠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立潮头，步入全新的历史方位。

灵武—灵州，从历史中走来，一脉相承；灵武更是积淀承续了灵州全部的

基因遗传密码，又将走向未来，开创新的辉煌气象！

盛世修史，惠及后人。毛泽东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

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

最好的老师，可以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可以启迪后人。他说：“不忘历史才

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鉴于此，我们在党的十九大开启新纪

元、改革开放 40周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灵武市国家综合档案馆

落成之际，邀刘振海等学界专家披沙沥金，极力在历史典籍中寻找和恢复灵武

历史本来面貌的各种材料，积沙成塔，数年努力，完成《灵武历史纪年》一书。

灵武的历史，在嘉庆《灵州志迹》、首轮及第二轮《灵武市志》中都有记

载，那为什么还要编写这样一部书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志书采用的是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编写法。资料繁杂,

阵容庞大，重点是“志”，其他方面的记载较弱；而《灵武历史纪年》重点则是

“记”，即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灵武历史进程，比志书中的“记”

更加全面、更加翔实。

二、志书作用为“资治、存史、育人”。重点是存史，是资料性的图书，

查阅的功能大于阅读的功能。《灵武历史纪年》是《灵武市志》的衍生产品,

出于志书，又不同于志书，注重的是灵武历史时间上的变化发展过程。

三、灵武正在打造“唐韵、绒都、枣乡”的城市特色。《灵武历史纪年》

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记述了灵武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也正是灵

武“丝绸之路”发展的顶峰阶段，为发展“一带一路”经济提供了有力的历史

佐证,是普及灵武历史文化的读本之一。

四、《灵武历史纪年》采用白话记述。不同于志书或其他地方志资料中的

序（二）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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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记述，读者群更加广泛。同时，对所采用的史料，汇明出处，便于读者

查找原始史料和增加史料的可信度。

五、《灵武历史纪年》在事条的记述上，加大了对事件的诠释。不仅有史

料的出处，还对史料的含意进行了大信息量的诠释，使历史事件更加完整、

全面。

世人常说：“灵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图书

的短缺，很难支撑印证这句话,更难凸显灵武的文化软实力，进而影响灵武

市整体（投资） 环境和对外形象。一点一滴积少成多，加强文化建设，我们有

责任。

在编辑本书时，我们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力求克

服纪年体的一些缺陷，把有关重要的历史事件集中加以连贯介绍或交代了其结

局。但这种尝试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不足，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所

记史实非尽善尽美，尚需进一步填补完善。祈请方家同仁予以惠正，仅致谢

忱！是为序。

黄向泰

丁酉鸡年仲秋

（作者：灵武市档案局（馆） 局（馆） 长，灵武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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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距今 4.2万年前）

宁夏灵武市东北约 30公里，今灵武市临河镇的水洞沟，有距今 4.2万年

左右的旧石器晚期———“水洞沟人”的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石器 2万余件。

其中具有较高打制技术的长形石片占相当数量，而且有一部分石核和石片在打

制以前进行过修理。石器的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箭头和大型砍砸

器等。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根据刃缘，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单边刃、

多边刃等形态。尖状器的修理痕迹均匀平整，石器器型端正，形态比较固定，

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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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对称明显，在中国目

前所发现的其他旧石器时

代的晚期遗址中很少见，

是水洞沟遗址有明显特征

的器型之一。遗址中有用

鸵鸟蛋皮制成的圆形穿孔

装饰品和磨石。同时还有

野驴、犀牛、羚羊、转角

羊、牛、猪、鸵鸟蛋化石

和灰烬，还发现了中国古

人类最早用火的痕迹。距

水洞沟东 2500米处的红山

堡，与水洞沟遗址处于相

同的地质层位，有用动物

骨片刮磨成的骨锥。类似

水洞沟旧石器文化的石器，

在灵武宁东镇的清水营及

其以南地区也有零星发现，是“水洞沟人”活动的较大区域。但到目前为止，

关于“水洞沟人”生活的年代，还没有最终定论。

新（细） 石器时代（史前纪 5000 年前至前 3000 年）

20世纪 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王北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察，发表了论

文《涿鹿、陇泉、釜山考》，对黄帝部族的分布，进行了明确论证。依据《史

记》和专家学者的考察论证，2008年 1月 29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

栏目在《发现皇帝城（一）》中，绘制出了黄帝势力范围分布图，表明涿鹿之

战后，黄帝部族从涿鹿（今河北涿鹿） 分两路南下。东路沿黄河两岸的山西、

陕西，到达中原一带；西路沿黄河东岸的今内蒙古、宁夏，直到甘肃天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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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带。今灵武市的三道沟、鸳鸯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正处于黄帝部族的分布

路线中，并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刮削器、砍砸器等石器，以及彩陶等器物

及其碎片。研究表明，这两地（也许还有未出土的遗迹） 早在 5000年前，就

已经得到了开发，承接和发展了水洞沟旧、新石器文化，再次印证灵武为中华

民族、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细石器、彩陶文化时代（前 3000 年前）

王北辰等经考察研究提出，大约细石器时代，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西域地区的玉器，由今甘肃兰州过黄河，然后沿黄河东岸北上，到达今内蒙古

五原一带，沿黄河南岸折向东；当到达风陵渡时，沿黄河西岸折向南，一直到

达中原腹部地区。灵武三道沟、鸳鸯湖细石器文化遗址，正分布在这条“玉石

之路”上，先民们可以物易物，留下了一定数量的玉质祭器和装饰品，其中有

白、绿、墨绿等祭器及玉佩之类。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石刀、石磨棒、石磨

盘等，其中的石刀为两面磨制，而有钻孔的石斧，尤为精美，均有使用过的

痕迹。遗址中大量散布着的彩陶纹饰器物及其残片，有陶衣及其纹饰。中国

科学院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论断为“细石器文化在长城附

近，遇到了强大有力的彩陶文化的阻止，就停留在长城以北或附近，更向西

沿着戈壁的边缘西进，一直到了新疆。”贾兰坡教授更研究论证道：“细石

器向北分布的途径可能是从我国的宁夏、内蒙古，经过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

分布到西伯利亚的，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分布到北美。”以上权威专家的论断，

充分说明了灵武以及中原的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向西乃至向世界传播中

的地位和作用。灵武是“细石器文化”西传和北传的策源地和“中转站”，是

重要的“窗口”。

灵武段黄河、清水河（古清水河今称边沟） 沿岸，广泛分布有属于新石器

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迹出土有磨制的石斧、石锛等，但数量最多、最富

有特色的还是打制的精致细小的石器。这些精小的石器，一般都是用燧石、玛

瑙、蛋白石等为原料，用间接打制的方法制成箭头、尖状器、刮削器等使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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