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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银川市，简称“银”，古称北典农城、兴庆府等，俗称“宁夏城”，历

史上曾是西夏王朝的国都；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永久举办地，自治区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交通和金融商业中心。银川自古被誉为“塞上江南”，雄浑

的贺兰山和古老的黄河，一起造就了这块肥沃的土地，孕育了生生不

息的文明。

银川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城市。 中原农耕文化、边塞草原文化、回

族文化、移民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等多元文化激荡交融，构成了

“雄浑贺兰，多彩银川”的城市形象，锤炼成“包容、诚信、自强、创新”

的城市品格。

银川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塞上古城。 三四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

的水洞沟遗址是银川地区发现最早的居民点。殷商、春秋战国时期这

里是羌戎、匈奴等民族活动、游牧的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银川地

区为北地郡富平县属地。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建北典农

城（时称吕城，少数民族又称饮汗城）。 南北朝时期，赫连大夏国改建

为“丽子园”，是其行宫所在。 北周置怀远郡、怀远县。 宋为怀远镇，北

宋真宗天禧四年（

1020

年），党项族首领李德明将都城由灵州迁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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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镇，大起宫室，修建都城，更名为兴州。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升兴州

为兴庆府。 宋宝元元年（

1038

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筑坛受册，即皇帝

位，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后几经变迁，于元朝至元二十

五年（

1288

年），降格为甘肃行省宁夏府路，宁夏城名始于此。 明朝设

宁夏军镇，系九边重镇之一，明太祖朱元璋特命其十六子庆王朱栴镇

守于此。 清代降为宁夏府治，属甘肃省管辖。 民国

18

年（

1929

年）成

立宁夏省，后定名银川市，成为宁夏省会。

1949

年

9

月

23

日，银川市

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为宁夏省会。

1954

年，宁夏省建

制撤销，银川市为甘肃省银川专署所在地。

1958

年

10

月，宁夏回族

自治区成立，银川市为自治区首府。

银川是一座发展中的区域中心城市。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银川市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区域中心城市

带动战略，加快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格局，使银川的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从展示银川崭新容颜的阅海湾中央商务区，到创造

“银川速度”的银川综合保税区，再到高起点规划建设的银川滨河新

区……银川，正从“银川速度”向“银川效率”提升。一个碧水蓝天的明

媚银川，一个开放内涵式发展的银川，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银川正

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明的兴衰更替造就了银川段灿烂辉煌的历史，《银川史话》以

银川特有的标志性历史文化遗存为题材， 吸收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

的最新成果，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展现了一幅幅色

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体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充分反映了从远

古时代到当代社会的历史风貌， 让人们在银川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

淀中细细品味出这座古城撼动人心的魅力。

近年来，围绕银川历史文化发展，银川史志界作了很多探索和实

践，编纂了不少著作。这些史志虽然严谨、真实，却缺乏文学性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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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史志文化事业要想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不断扩大读者群，使历史

文化知识最大程度地传播到基层，传播到群众中去，使他们对银川悠

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增进人们对银川这片热土的感情，从而

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朴实情感，这正是文化之最珍贵、最独特

的魅力所在。《银川史话》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增长需求，以翔

实的地方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地方志专家学者为骨干，全力打造的一

部史话著作精品，为银川历史文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值得倡导和肯定的文化盛事！

《银川史话》既尊重“史”的真实原则，又不失“话”的生动，是难能

可贵的。它必将激发更多的人去了解银川、热爱银川，进而建设银川，

也必将对弘扬银川传统文化，激发银川文化创造力，提升银川文化软

实力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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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中 共 银 川 市 委 书 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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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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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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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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而且系统介绍了宁夏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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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厚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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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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黄河，流淌了千年万年，从贺兰山和鄂尔多斯台地间的宁夏平原上蜿

蜒流过，为这片年均降水量不足

400

毫米的干旱地区带来了绿色和生命。宁夏回

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东数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名叫水洞沟，它正好

位于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地带。这里人迹罕至，鸟兽难觅，黄沙满地，

只有一段颓废的明长城依然顽强地屹立在荒芜的沙丘上， 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沙

丘慢慢侵蚀着长城脚下的黄土地，企图把水洞沟揽入自己的怀抱。在这片难得看

到绿色的土地上，奇迹般地流淌出一条孕育着生命的小河。 每当夏天暴雨来临，

山洪暴发，水量骤增，河水像奔腾的骏马向前冲去，缺乏植被保护的黄土层，在激

流的无情冲刷下，被切割成一道道深沟，在河岸边形成陡峭笔直的断崖，这种沟

壑纵横的破碎地貌，在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毫不稀奇。

历史老人总是在不经意间和人们开着善意的玩笑， 就在这个被人们遗忘的

石器考古大发现

文明之源水洞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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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沟里，在那被流水冲刷了千万年的断崖上，却深埋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惊天

秘密，刻录着人类童年懵懂青涩的记忆。 近百年来，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发掘和

研究下，深藏于水洞沟地下的史前遗迹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数万年前的人类生

活图景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 今天的水洞沟，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迎接

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水洞沟，已成为世界人类石器时代的著名古迹，有力地

证明了银川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当人们站在沙石遍地的水洞沟

断崖上，俯视着脚下那流淌了万年的细细溪流，眺望着远处苍凉古老的长城，心

中一定会涌起莫名的感叹。 桑海沧田，世事变迁，人们不禁会问，数万年前，在那

遥远的时代，人类的祖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古老的遗迹是怎样被无意中发现

的呢？ 那深埋在地下的历史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被探索明白呢？ 带着这些疑问，让

我们一起穿越时空，走进数万年前的历史，走进人类童年的梦境，走进平凡而又

水洞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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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水洞沟，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奥秘吧！

历史的谜团一个接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未解之谜。要

想完整了解水洞沟的过去，还要从水洞沟的秘密如何被发现说起。这段历史要追

溯到

20

世纪初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古老的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

肥肉，任人分割。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大清王朝的帝国大厦轰然垮塌，推翻

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下，风

雨飘摇地独立存在着。 然而，混乱无序的政治局面并没有阻止住西学东渐，在西

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下，考古热在中华大地上蔚然成风，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罗

振玉，研究古生物的贾兰坡、裴文中成为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师。这段时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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