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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史以来，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 相互交融、 相互渗

透，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局面，积淀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

资源。 丰富璀璨的宁夏历史文化遗存，既蕴含了物换星移、兵戎玉帛

的沧桑往事，也呈现出厚重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

分重视历史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 广大史学工作者依托宁夏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辛勤耕耘，忘我奉献，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宁夏历

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展现了新的窗口，

对人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继续深入挖

掘宁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大批适合时代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研究

成果，不仅是宁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也是建设

和谐富裕新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宁夏

地方史话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

产物。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旨在以宁夏多元文化为主线，分门别类，按

照地域和行业来分类，以重大历史事件来陈述，打造一整套宁夏地方

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这套丛书不仅展现了宁夏历史文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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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而且系统介绍宁夏历史发展进程，是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

打造宁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历史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新中国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三十余年来，各地地方志、年鉴、地

情资料丛书的大量出版，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培养了一

批文字功底强、业务能力精的史志专家队伍。各级领导对地方史志工

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打造品质一流、特

色浓厚的《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宁夏地方史

话丛书》，人们可以感受宁夏历史文化的苍凉厚重，领略宁夏历史文

化的奇特魅力，则宁夏幸甚，人民幸甚！

是为序！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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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人们的印象中，隆德历来都是一个贫瘠、闭塞、落后的地方，这

是因为人们一直在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及内陆发达城市比较， 隆德

确实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了许多。 但这不能说明历史上的隆德始终如

此，更不能说明在 21世纪的今天，隆德人民还在六盘山上枕臂沉睡。

近年来，隆德县已经打拼出“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画乡”、“中国书法之乡”等文化品牌，在此基础上，隆德县又强力推进

“文化旅游兴县”和“绿色生态立县”战略，宣传推介“六盘人家、书画

之乡、名旦故里、清凉世界”四大品牌，不断丰富隆德“生态旅游、红色

旅游、民间民俗文化旅游、乡村休闲旅游”题材和内涵，凸显“红色之

旅、书画之乡、高原绿岛、丝路古城”四大特色，切实把生态文化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增强文化旅游业的魅力和竞争力，

使文化旅游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隆德县自金设县，改迁于元，迄今近 1000年历史。早在新石器时

期，隆德境内已有先民繁衍生息。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淳朴

的民俗民风，凝结着隆德人民千百年来艰苦卓绝的努力，负载着隆德

人民生生不息的奋斗传统。 隆德的历史，就是隆德人民前仆后继、顽

强拼搏的创业史；隆德的历史，也是隆德人民厚德诚信、崇文尚教、和

谐奋进的文明史。

中共隆德县委书记
隆德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 戈
戴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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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7000多年前，隆德就有人类采集、狩猎的活动，并开始了农

作物的种植。在新石器中期（约公元前 7000年—公元前 5000年），隆

德先民们过着定居的农牧兼营的生活，开始驯养家畜，开始制陶、制

革、纺织、编制及加工石器、骨器。战国时期，隆德属秦朝那县，秦属北

地郡乌氏县，汉属安定郡，唐为原州监牧地；宋夏对峙时设羊牧隆城

（今西吉县火家集），归德顺军管辖，庆历三年（1043 年）改名隆德寨；

金皇统二年（1142 年）升寨为县，改名隆德县，属德顺州（今静宁县）

隶凤翔路；元初隆德县由羊牧隆城迁至原笼竿城（今隆德县境），属静

宁州；明、清属平凉府；中华民国时属泾源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隆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导下，隆德的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建设成就日益显著，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第三产业日益繁荣，社

会事业蓬勃发展， 城乡群众安居乐业， 隆德人民开始向小康社会迈

进。

古之源，今之流。 传承文明，开创未来。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

于“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要求”，由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组织的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将《隆德史话》编入其列，实可喜可贺。它的出版

发行，对宣传隆德、提高隆德知名度具有积极意义，对人们进一步了

解隆德、促进隆德旅游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为激发广大群众

热爱隆德、建设隆德、振兴隆德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衷心感谢给予

《隆德史话》悉心关怀的自治区领导和各界同仁，感谢为《隆德史话》

编纂付出艰辛努力的各位同志。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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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出陇山
薪火相传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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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摄制组一行来隆德拍摄

北联灵湫历史渊源专题片，对北联灵湫历史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度挖掘，拍摄了秦

始皇祭祀湫渊的场景，再现了北联池作为历代官员祭祀圣地的历史场面，描绘

了北联池龙文化和伏羲传说，追溯了中华民族远古“龙”图腾崇拜之风和伏羲

女娲造人的远古传说， 揭开了北联池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的

神秘面纱。

从古至今，人类的先哲就在不停地追问同一个问题：人类生生不息的长河，

源头在哪里？ 又将流向何方？ 悬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问号，从东方到西方流传着一

华
夏
文
明
出
陇
山

薪
火
相
传
数
千
年

北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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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又一个关于人类自身起源的故事。 而人类的祖先，却始终在那遥远的过去，若

隐若现。 生活在六盘山下的隆德人，在不断前行的同时，也在进行不懈的追求和

探索。

在中国乃至大西北，隆德算不上有知名度的县，但据历史考证，位于六盘山

西麓的隆德县，却是古人类生息、劳动、繁衍的重要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 这里也流传着关于人类自身起源的故事。

在漫长的岁月里，六盘山本无山名，只因山势险峻，唯有羊肠小道盘旋六重

可登绝顶，被古人称为“络盘道”，即络绎盘旋之意。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传

说古时候这座山上鹿很多，山上也没有路可走，是茫茫的原始森林。 山下村子旁

边有座庙，庙里的一个老和尚暮鼓晨钟，终日拜佛诵经，以求正果。 一日，老和尚

到山下的小溪旁提水，惊动了溪边饮水的梅花鹿。 老和尚见小鹿憨态可掬，顿生

爱怜之意，便放下水桶追捕小鹿。 梅花鹿见有人追逐，便穿竹走林，跑跑停停，直

六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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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得老和尚追到山顶。 当老和尚回头放眼山下，如诗如画的山色美景尽收眼底，

他感慨不已。这个故事传开后，人们便把这座山称为“鹿攀山”，山下的村庄叫“和

尚铺”。 因为在古汉语中 “鹿”、“陆”和“六”同音。 久而久之，“鹿攀山”就变成了

“六盘山”。其实，“六”只是一个概数，是形容山路曲折难行，不单是指山只有六重

盘。 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好，民间演绎的神话故事也好，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含

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六盘山在《山海经》里被称为高山、北山，《山海经·西山经》说：“又西北五十

里，曰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

注于渭，其中多磐石、青碧。”《山海经·海内东经》又说：“泾水出长城北山，山在郁

郅长垣北。 ”以后古籍中称陇山，陇山即龙山的转音。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有一个

以龙为图腾的部落，其首领名叫伏羲。 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记载：“大人迹出雷

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

其腹。在吴西。 ”民国《隆德县志》说：“《易经》云：震，

东方也，帝出乎震，震为龙，震又象征雷。 ”后来的史

学家们认为，吴即吴山，也称岳山，也就是现在的六

盘山。吴西，即六盘山西侧。雷泽，即古朝那湫渊。传

说中，隆德北联池就是古朝那湫渊，称雷泽，也叫天

镜。 在北联池附近流传着伏羲诞生的神话：上古时

期，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次，她去一个

风景美好、林木蓊翳、名叫“雷泽”的大沼泽去游玩，

偶然看见一个巨人的足印出现在泽边，觉得又奇怪

又好玩， 就用自己的脚去踩一踩这巨人的足印，刚

踩下去，仿佛有了什么感应，后来就怀孕了，而令人

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怀了十二年。 后来就生下了

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取名伏羲。 这个美丽的女子

就是“华胥氏”，这个名叫“雷泽”的大沼泽就是北联

池。 从《史记》起，国家正史就一直有记载，至少从战

国时起，“湫渊”就被列为国家级祭祀点之一。 《史记·

封禅书》记载“湫渊，祠朝那。 ”《汉书·郊祀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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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湫渊，祠朝那。 ”《汉书·地理志》记载：“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

祠。”为什么“湫渊”被列为国家级祭祀点呢？唐代大史学家司马贞说，湫渊“即龙之

所处也”，此处的龙，应指伏羲。

隆德县大庄乡北联池稍南有一个峡谷，这个峡谷名叫“伏生峡”，过去曾建有

伏羲庙。沿北联池向北走，大约一公里处有个悬崖名叫“伏羲崖”，崖上有伏羲洞，

也叫先人洞。伏羲崖对面有个形如龟的土丘，据传说伏羲因看到龟背图案而有所

感悟，于是画出了八卦。 诚然，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上古不但没有文字，语言也没

有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于是，淳朴的上古先民，通过代代口授传说，很好地保存下

了这些史实。 除去其中神秘的神话色彩，真实的历史就在这传说之中。 在文字出

伏羲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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