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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见证青铜峡历史变迁，今日明珠书写科学发展多彩篇章。正当全市人

民沐浴科学发展的春风，响应十八大嘹亮号角，擂响青铜峡在全区率先建成全面小

康社会铿锵战鼓时，由青铜峡第十届政协常委、《中国改革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邢

纪国同志编撰的《青铜峡》一书告竣，即将付梓。这部书，全面展示青铜峡历史沿革、

自然资源、社会发展等概况，具有一定的史学含量、文化品位和社会认可度。它的出

版，对于反映青铜峡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展示青铜峡丰富独特的地域优势，了解青

铜峡雄厚的工业实力、发达的现代农业、奇特的旅游资源、优越的投资环境以及借助

宣传青铜峡之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青铜峡，这是一方具有独特区位的热土，“居山河聚会之处，雄银川锁匙之要”，

东临黄河，南控牛首，西依贺兰山，北靠大银川，位于宁夏平原引黄灌区中部精华地

带，因黄河而生、唯黄河而存、依黄河而发展，造就了天府之地，蕴育了宁夏 2000多

年的农耕文明，境内包兰铁路、109国道、京藏高速公路纵贯全市，距离首府银川 50

公里、宁夏机场 55公里，形成了连接国道、省道、乡道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优

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水利、电力、矿产、旅游等资源，造就了我国

北方最早的灌溉农业区，赢得了“塞上江南”和“鱼米之乡”的赞誉。从 20世纪 60年

代末到 70年代中期，青铜峡市举全民之力，开展了以平田整地、开沟整渠、保灌促

排、降盐增产的“园田”建设，形成了九曲黄河穿境而过，九大干渠滋润平川之赞歌，

得天独厚的引黄灌溉条件造就了千里沃野，使青铜峡成为绿荫处处、禾谷飘香的江

南水乡。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肉奶、禽蛋、蔬菜、果品等各类农副产

品质优价好，全国知名，粮食总产量连续十余年排在宁夏第一位，是全国商品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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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地和全国酿酒葡萄最佳生态种植区，获“全国林业百强县”殊荣。

青铜峡，这是一方具有灿烂历史的热土。“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明珠青铜峡”，

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历史丰厚，底蕴醇重，凝聚着人类智慧和自然伟力的浩瀚

景致比比皆是，俯首可得。传说在上古时代，滔滔黄河水被峰峦迭嶂的牛首山阻隔，

横流四溢，泛滥成灾。大禹治水，挥动神斧，劈山成峡，黄河水顺流而下，牛首、峡口两

山对峙，水光山色相映，宛如天然铜镜，“青铜峡”由此而得名。秦朝时，境内始有行政

建置，距今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在 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峡儿女创造了灿烂

丰富的文化。境内古渠址、岩画、寺庙、长城、古府、烽墩、古墓葬、古脊椎类动物化石

等文物古迹以及革命历史遗存星罗棋布，诸如鸽子山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芦沟湖

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小八达岭”美称的北岔口长城、西北规模最大的牛首山古寺庙

群、兴建于西夏时期的 108塔、建于清代宁夏现存最大的堡寨董府、我国第一座也是

唯一的一座闸墩式水利枢纽工程———青铜峡水电站、建筑高度和体量俱称雄的黄河

金岸第一楼———中华黄河楼、享誉世界震撼国人的中华黄河坛，无不展示着这块土

地上人们奋斗的足迹和创作的艺术瑰宝。

青铜峡，这是一方正铸辉煌的热土。青铜峡“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这里田园如

画、稻香鱼肥、资源丰沛、活力四射，与中华大地的每一块土地一样，古峡这块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承载过血泪，承载过喜悦，承载过苦难，承载着辉煌。勤劳智慧的回汉各

族人民同心协力，共推“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奋进之轮，共展“以人

为本、又好又快、跨越发展”科学之彩。青铜峡现已形成“能源电力、冶金、化工、新材

料、农副产品加工”五大工业优势产业；建成了以优质大米、酿酒葡萄、畜禽养殖为重

点的特色农业基地。青铜峡已成为宁夏的新型工业城市，西北地区电力、铝业基地，

全国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先进市和双拥模范城，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区各县（市）

前列，名列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第 29位，成为新时期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范例

14甲，进入了“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200强”之列。今日古峡，城区开发日新月异，黄河

金岸建设方兴未艾，新农村建设好戏连台，翰墨丹青赏心悦目，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今日古峡，山更青、水更秀、人更美；今日古峡，尊儒重学，崇文尚礼，人文咸悉，著述

之风蔚然；今日古峡，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各项事业突飞猛进，走出了一条跨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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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富民强市的振兴之路。青铜峡，这颗丝绸之路上的塞上明珠正放射出璀灿夺目的

光芒。

“宏伟蓝图已绘就，小康路上阔步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征程中，借

乘党的十八大和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浩荡东风，青铜峡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突

破自我，重塑自我，集各界之方略，兴桑梓之伟业，创百强之县市，率先在全区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历史，已为青铜峡搭好了跨越的脚板；时代，已为青铜峡备足了跨越的

后劲。古峡发展，其力已积，其势已蓄，其期已至！27万古峡人民将在自治区和吴忠市

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超常

发展，跨越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古人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志书具有

资政、育人、存史功能。《青铜峡》一书的编辑出版，严格遵循文史资料的原则，全书分

为青铜掠影、名胜古迹、锦绣山河、民俗风情、丰饶物产、古峡新姿等几个部分。详实

辑录了青铜峡历史脉络、山川名胜、民俗风情、企业风采、教育发展以及建设青铜峡

的优秀人物的史料，其文史品位兼得，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对于进一步了解青铜峡，

激发人们热爱青铜峡，加快青铜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一本难得的教材，是激发全市人民凝心

聚力、继往开来，谱写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新篇章的强大精神动力。

借此，对在编撰此书中付出艰辛劳动并鼎力支持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

感谢。

是为序。

中共吴忠市市委常委、青铜峡市市委书记 桂福田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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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九曲汇青铜，峭壁凝晖夕照红。疏凿传闻留禹迹，安澜千载庆朝宗。”

这首古诗概括了大禹的丰功伟绩。黄河流过沙坡头，便是一片汪洋，形成了

一个叫作“庆阳湖”的内陆湖泊。传说公元前 2000多年以前的尧舜时代，由于

“大石山”（今为青铜峡峡口山）的阻碍而使得黄河过了沙坡头后水流不畅，黄河

在此积聚而形成一片汪洋，名曰“庆阳湖”，昔日的这里滔天洪水灾难泛滥，上游

水涝，下游无水干涸导致旱情肆虐，人民深受其害。大禹临危受命，仔细勘探详

情之后决定凿开大石山。为解救百姓于水火，大禹身先士卒，夜以继日打造开山

之斧。然而，大石山石质坚硬，迟迟达不到开山的目的。正在大禹一筹莫展时，一

位骑黄牛的白发老人告诉他，想要劈开山峡，需要用五岳顶峰的宝石，炼制 3650

天，整整 10年时间，才能炼就劈山之斧。大禹为此不辞辛苦跨五岳之顶取得宝

石，十年如一日地冶炼，劈山之青铜巨斧得以成形。大禹举起神斧，奋力开山，只

听一声巨响，山崩地裂，中间豁然出现一道峡谷，黄河之水得以疏通，奔流而下，

一泻千里，下游旱情得到解除，上游也不再形成涝灾，这里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好

日子。大禹劈山开峡的故事从此为世人传诵。

大禹劈开山峡之时，正值夕阳西下，朱红色的晚霞映照在牛首山的峭壁上，

与那开山劈峡的青铜巨斧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青红色，宛如青铜宝镜，耀眼迷

人。大禹见此景而兴致勃发，大笔一挥，“青铜峡”三个大字赫然印刻在了峡口

处，熠熠生辉，从此，青铜峡这个地名便流传至今。

大禹栉风沐雨，历经 10年之久悉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心系家国和百

姓而无暇顾及自家的父母妻儿，为大家舍小家，为民生不辞劳苦的感人情节令

人景仰敬畏。《韩非子·五蠹》记载大禹“手执耒锤，以民为先”，大禹的丰功伟绩

造福了几千年的华夏儿女，他教会我们身先士卒，锲而不舍，不畏艰险，克己奉

公，这是华夏子孙学习的榜样，永远不能忘却。史书记载，洪水退去后，宁夏平原

河流九曲汇青铜 凿传闻留禹迹

青
铜
掠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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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露出水面，他身先士卒，带领人们于田间修起条条沟渠，从而才有了宁夏今

天的九大干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于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

水稻，金川银川米粮川，如今风靡中国的青铜峡大米也依赖于大禹当年的披荆

斩棘，不仅治理水患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进步，着实为利国

利民的丰功伟绩。后来，人们怀念大禹，在他住过的北山脚，一个幽深、明亮、宽

阔的石洞外修了一座禹王庙。清人栗尔璋有诗：

铜峡中间两壁蹲，

何年禹祠建山根。

随刊八载标新迹，

疏凿千秋有旧痕。

凭溯源流推远德，

采风作述识高门。

黄河永著安澜颂，

留取丰功万古存。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绝。历代文人墨客写下了多少咏唱大禹治水的诗

文。诚然，禹洞、禹祠乃何年所建，已无从查考。因为这里是古战场，历经战火洗

劫，旧痕自然已经不存在了。至清代，有文武才，人称“一代名将，千古文人”的宁

夏广武营人俞益谟，官至湖广提督后，他的儿子曾奉命重建禹祠。然而，这座祠

的旧址在何处？至今也无人知晓。不过，巍峨的牛首山，壁立千仞，紧紧地束住河

水，恰似龙门扼流，却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旖旎的风光。

清晨，当紫红绒似的夜幕渐渐拉开时，如果有兴致饱览这里的水光山色，那

是别有风味！远看牛首山时，只见朝霞穿过薄雾，铺向山峦，使那座座山峰如镀

上了金一般，似练的河水徜徉而过，恰如一幅色泽鲜艳的山水画，是那样的清丽

多姿。一首古诗说得恰到好处：“触石凌空布锦雯，侧峰横岭共氤氲。欲知法雨频

敷处，试看苍岩一段云。”云雾苍茫，倒影映河，青铜峡的风光比江南水乡，也是

“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进入峡口，只见不远的山壁上，雕刻着“青铜峡”三个字，这当然不是大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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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迹。转过几个山头，只见两座山峰犬牙交错，相距不远，水流湍急。仰望高空，

蓝天一线，云落山顶，险峰雄威。

“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一座山峰突立河中，有一眼泉，清清流下，山崖

上书写着“杨柳泉”三个字。泉水甘洌，恰似杨柳枝叶上滴注下来的甘露。河水又

几经曲折，20千米峡谷逶迤斗折。不远的山峦上，有闻名遐迩的 108塔，给这里

的山色水景增添了浓重的神话色彩。传说 108塔是穆桂英的点将台。而今这里

三面环水，这位当年的陆军元帅，也变成了水军都督。人们心目中的巾帼英雄是

否驰骋于此，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青铜峡，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地方，是宁夏西干、唐徕、秦、汉等九条渠道汇集

处。极目远眺，黄河奔流天际，广袤的原野上，绿柳成行，沟渠纵横，稻花香，桃花

红。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一首古诗酣畅淋漓地写道：“汉唐平分万

里流，中添一道入青畴。沿堤柳浪村村密，刺水秧针处处稠。长览涛翻渠闸外，虚

亭额映塞垣秋。春风策马频来往，几度低徊去复留。”

昔日的青铜峡口美景如此，今日的青铜峡更是新姿绽放，明日的青铜峡必

将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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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层层的烟雾，回望数千年前在青铜峡地区发生过的战争，怀古之

感，油然而生。

青铜峡东临黄河西靠山，地理形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东

汉至今，据史料记载的战争有:蒙恬收复河南、霍去病攻打匈奴、羌族起义、隋军

与突厥之战、唐军与吐蕃之战、李继迁攻占灵州、蒙古军灭西夏、明军击残元旧

部、马化龙反清等。民国时期有大坝之战、牛首山之战，自青铜峡之战后，青铜峡

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再无战乱袭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历史是人的历史，与生命同在，亦与时间同在。战事在历史的长河是激荡、

浮沉，时而高潮、时而低谷，曲折蜿蜒、忽明忽暗，朝代更迭、事件纷繁，故事众

多、人物如涌，留给我们感思与评述。

在东汉时期，青铜峡地区是秦朝的北方要地，与匈奴牧地相邻，边境经常受

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的掠夺，秦政权受到威胁。而且，在秦尚未统一六国前，

匈奴就常掠夺内地人民的牲畜等财产，与其相邻的燕、赵、秦等国更是深受其

害。尤为严重的是，在秦征伐六国的最后阶段，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即所

谓的“河南地”。

于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秦朝大将军———蒙恬挥师策马而来。秦始皇三十二

年（前 215年），他率主力从咸阳出发，沿黄河北进，一路“覆军杀将系虏单于”，

蒙恬北伐匈奴的胜利，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中原的抢掠，而且

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在长期的交往和劳动中，不少匈奴人南迁中原，

逐渐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居住和生产，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转眼，历史的车轮转至西汉元狩二年（前 121年），194年弹指一挥间。汉武

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分两路出击匈奴。“匈奴未

灭，何以家为？”是这位“只活了 24岁，却长命 2000多年”的西汉名将留下的千古

昔日金戈铁马 今朝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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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

是年五月，霍去病亲自率军从北地郡出发，在今灵武一带渡黄河北上，采取

迂回包抄匈奴军的行动，越过卑移山（今贺兰山）向西北挺进。在这次“挥师西

进”中，霍去病屡立战功，横越大漠，前进 2000余里，大破匈奴左贤王的军队，一

直追到狼居胥山下，并举行宏大的祭天仪式，立碑为念。此役匈奴大受打击，浑

邪王投降汉朝，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两支，再也没有能力对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侵

略，北部边境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南支的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北支的一部分向

西迁移，到达东欧，成为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

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活动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不仅和

汉族，和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和后来的鲜卑、蒙古，西南的吐蕃，甚至新疆天

山地区的其他民族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两宋时期，羌族的一支党项还建立了一

个小国家———西夏，当时的西夏就是一个联系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但是在东汉

末年，却发生了一次历时长久的羌族起义，然而这场战事却祸及富平上河区（今

青铜峡市境内），使青铜峡沦为战场之一。

许多历史，我们只能惊鸿一瞥，从史册与古迹中探索并捕捉被时间搁浅的

鲜活画面。隋唐时期，今宁夏地区全境均属关内道，宁夏地区成为中央政权的屏

障，同少数民族相邻。在此发生的战事，主要有唐王朝统一战争，唐与少数民族

（特别是突厥与吐蕃）间的战事，隋、唐末期的农民起义战争，五代政权在宁夏的

更替以及党项族入居宁夏。而在宋、西夏时期，宁夏地区主要战事为李继迁对宋

陕西沿边地区的攻略；夏军攻陷宋西北军事要地灵州；李德明“东和西战”的战

争；李元昊的扩张战争，即灭回纥、掠凉州、称帝建国，曾 3次大败宋军，重创入

侵辽军等战事。夏军几乎同周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部落都发生过争战。继之

战争在夏、宋双方沿边地区频繁进行，互有攻守、胜负。此后，西夏军由主动和优

势变为被动和劣势，最后在蒙古军大举进攻下灭亡。

自古以来，战争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无尽的伤痛，而那些征战从军之人的痛

苦则更深，明代冯清《边人苦》道尽了垦边、戍边军民的疾苦：“边戍岁无休，边征

身何怙。修边妨耕锄，巡边历沙卤。边儿解兵戎，边女废织组。边妇叹室庐，边夫

赋屺岵。边衣毡褐裘，边枝刀弓弩。”明朝时期，因疆域不靖，遂在北方要地设置

军镇 9处，称为“九边重镇”。今宁夏地区共设两镇，即宁夏镇、固原镇。明代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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