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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中卫大事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观点和方法，存真求实，全面系统收录自古以来发生在中卫的重要史实和

人物活动等，力求做到征引有据、史料翔实、记述准确。

二、记述范围：原则上记录广泛意义上的中卫地区，即今中卫市所辖的沙

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 由于行政区域的调整变化，中卫设市前以原中卫县

为主，补充了中宁县、海原县的资料，设市后记述的范围真正扩展到了中卫市

全境。 时限上起公元前 2.5万年，下至 2015年 12月 31日；内容主要反映

中卫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各领域

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尽力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

漏，新事不丢，琐事不记，略古详今”。

三、体例主要以编年体为主，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一事一记。 对一些持续

时间较长，有因果关系或内在联系的事件亦适当采用纪事本末体记述。 编排

上，采取以日系事、以月系日、以年系月的方法。 日不详者，以旬表述，旬不详

者记于月末，月不详者，附于年尾。 凡同日、同旬、同月、同年发生数次事件者，

一般在首条标明日、旬、月、年之后，第二条及以上用“△”表述。 因事物发展规

律不一，且可取资料有限，各年、月大事条目数量不均；根据内容需要，各条详

略长短亦有不同，以能够反映事件原貌为准，详则尽述，略则带过。 一件大事

跨一段时间的，用“～”连接起止时间。

四、本书资料建市前主要来源于中卫县委、政府文书档案，参考和吸收了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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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中卫县志》《中宁县志》《海原县志》、系列《中卫年鉴》《中国共产党中卫历

史大事记》，以及印装成书的部门志、行业志；建市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卫

日报》等公开媒体。 1949~2015年，每年度末记述中卫市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的主要数据，均源于《中卫统计年鉴》。

五、本书对机关的称谓，一般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出现时用简称。

为还原历史原貌，反映事件真相，本书采用客观叙述，对于事件以记述史实为

主，一般不做评论。 同时，对于部分重大活动、新特事件，以《宁夏日报》《中卫

日报》等报刊文载为述，不做转换。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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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015年以来，中卫市地方志办公室组

织人员，从大量的史料和资料中筛珠拣珍，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精心编写了

《古今中卫大事录》这本大型资料性工具书。 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风，

真实地记录了中卫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

中卫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说古老，是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长流水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表明中卫是华夏远古人起源地之一；距今 3 万
年的大麦地岩画，表明中卫是华夏人类的发祥地。 春秋时期羌戎杂居，秦代纳

入版图。西夏建国后设置应理州，治所就在中卫市。明朝永乐元年在今宁夏地

区实行军政合一体制，下管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和

宁夏前卫、宁夏中卫、宁夏后卫“7卫”，为军事建制单位，中卫一名由此而来。

中卫是至今唯一保留军事建制“卫”字称号的地方。 中卫地理位置独特，前有

黄河之险，后接贺兰之固，扼守宁夏西大门，自古就是交通要塞和军事重镇，

是我国西出东进的咽喉要道，自秦开始有十代王朝设郡置县。 说年轻，是因为

中卫 2004年 4月 28日撤县设市，建市只有 12年。 中卫地处祖国版图的中

轴线上，海拔不高不低，位置不东不西，气温不冷不热。 中卫因年轻而更具活

力，中卫因年轻而彰显优势。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五位一体”（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提效能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全域化的旅游城市、国际化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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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天城市、特色化的产业城市、枢纽化的交通城市、精准化的扶贫城市，开

放富裕和谐美丽中卫建设取得新成效、迈出新步伐。 中卫先后荣获“迪拜国际

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殊荣。 全国城市环卫保

洁工作现场会、全国全域旅游推进会相继在中卫召开。

读史使人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古今中卫大事录》出版发行，为研究中卫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卫、认识中卫、建设中卫，大

力弘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宁夏精神，凝心聚力加快开放富裕和谐美丽中卫

建设，必将发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借此机会，谨向本书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敬意。

是为序。

2016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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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1840 年以前）

距今约 2.5万 !!!!!!!!!年 （1）
公元前 10000~公元前 3000 !!!年 （1）
公元前 7世纪前 !!!!!!!后 （1）
公元前 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 （1）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 （1）
公元前 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 （1）
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 （1）
公元前 205年（西汉高祖二年 !!） （1）
公元前 120年（元狩三年 !!!!） （1）
公元前 111～公元前 109年

（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 !!!!） （1）
32年（东汉建武八年 !!!!!!） （1）
110年（永初四年 !!!!!!!!） （1）
129年（永建四年 !!!!!!!!） （2）
144年（汉安三年 !!!!!!!!） （2）
158年（延熹元年 !!!!!!!!） （2）
184年（中平元年 !!!!!!!!） （2）
191年（初平二年 !!!!!!!!） （2）
211年（建安十六年 !!!!!!!） （2）
240年（魏正始元年 !!!!!!!） （2）
255年（正元二年 !!!!!!!!） （2）
266年（西晋泰始初年 !!!!!!） （2）
269年（泰始五年 !!!!!!!!） （2）

270年（泰始六年 !!!!!!!!） （2）
277年（咸宁三年 !!!!!!!!） （2）
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前赵

赵光初二年 !!!!!!!!!） （2）
329年（咸和四年、后赵太和二年 !） （2）
385年（太元十年、后秦白雀二年 !） （2）
397年（隆安元年、南凉太初元年 !） （2）
416年（义熙十二年、夏凤翔四年 !） （2）
430年（北魏神 三年 !!!!!!） （3）

436年（太延二年 !!!!!!!!） （3）
446年（太平真君七年 !!!!!!） （3）
488年（太和十二年 !!!!!!!） （3）
526年（孝昌二年 !!!!!!!!） （3）
535年（西魏大统元年 !!!!!!） （3）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 !!!!!!） （3）
577年（建德六年 !!!!!!!!） （3）
590年（隋开皇十年 !!!!!!!） （3）
607年（大业三年 !!!!!!!!） （3）
621年（唐武德四年 !!!!!!!） （3）
638年（贞观十二年 !!!!!!!） （3）
贞观年 !!!!!!!!!!!间 （3）
665年（麟德二年 !!!!!!!!） （3）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 !!!!!!） （3）
706年（神龙二年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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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年（先天元年 !!!!!!!!） （3）
713年（开元元年 !!!!!!!!） （4）
722年（开元十年 !!!!!!!!） （4）
756年（至德元年 !!!!!!!!） （4）
765年（永泰元年 !!!!!!!!） （4）
849年（大中三年 !!!!!!!!） （4）
882年（中和二年 !!!!!!!!） （4）
907年（后梁开平元年 !!!!!!） （4）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 !!!!!!） （4）
936年（后晋天福元年 !!!!!!） （4）
942年（天福七年 !!!!!!!!） （4）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 !!!!!!） （4）
961年（北宋建隆二年 !!!!!!） （4）
964年（乾德二年 !!!!!!!!） （4）
966年（乾德四年 !!!!!!!!） （4）
1000年（咸平三年 !!!!!!!） （4）
1002年（咸平五年 !!!!!!!） （4）
1036年（北宋景祐三年、

辽重熙五年、夏大庆元年 !!!） （5）
1062年（北宋嘉祐七年、

辽清宁八年、夏 都六年 !!!） （5）

1081年（北宋元丰四年、

辽大康七年、夏大安八年 !!!） （5）
1144年（南宋绍兴十四年、

金皇统四年、夏人庆元年 !!!） （5）
1205年（南宋开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夏天庆十二年 !!） （5）
1225年（南宋宝庆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 !!!） （5）
1260年（元中统元年 !!!!!!） （5）
1264年（至元元年 !!!!!!!） （5）
1266年（至元三年 !!!!!!!） （5）
1267年（至元四年 !!!!!!!） （5）

1271年（至元八年 !!!!!!!） （5）
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 !!!!!） （5）
1326年（泰定三年 !!!!!!!） （6）
1330年（至顺元年 !!!!!!!） （6）
1348年（至正八年 !!!!!!!） （6）
1370年（明洪武三年 !!!!!!） （6）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 （6）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 !!!!!） （6）
1403年（永乐元年 !!!!!!!） （6）
1403～1424年（永乐年间 !!!!!） （6）
1414年（永乐十二年 !!!!!!） （6）
1426年（宣德元年 !!!!!!!） （6）
1431年（宣德六年 !!!!!!!） （6）
1437年（正统二年 !!!!!!!） （6）
1439年（正统四年 !!!!!!!） （6）
1443年（正统八年 !!!!!!!） （6）
1453年（景泰四年 !!!!!!!） （6）
1457年（天顺元年 !!!!!!!） （6）
1459年（天顺三年 !!!!!!!） （7）
1460年（天顺四年 !!!!!!!） （7）
1479年（成化十五年）、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 !!!!） （7）
1488～1505年（弘治年间 !!!!!） （7）
1493年（弘治六年 !!!!!!!） （7）
1495年 4月 10日

（弘治八年三月己亥 !!!!!） （7）
1497年（弘治十年 !!!!!!!） （7）
1509年（正德四年 !!!!!!!） （7）
1510年（正德五年 !!!!!!!） （7）
1520年（正德十五年 !!!!!!） （7）
1524年（嘉靖三年 !!!!!!!） （7）
1525年（嘉靖四年 !!!!!!!） （7）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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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年（嘉靖四十年 !!!!!!） （7）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 （7）
1571年（隆庆五年 !!!!!!!） （7）
1574年（万历二年 !!!!!!!） （7）
1580年（万历八年 !!!!!!!） （8）
1588年（万历十六年 !!!!!!） （8）
1592年（万历二十年 !!!!!!） （8）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 !!!!!） （8）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 （8）
1602年（万历三十年 !!!!!!） （8）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 !!!!!） （8）
1626年（天启六年 !!!!!!!） （8）
1631年（崇祯四年 !!!!!!!） （8）
1643年（崇祯十六年 !!!!!!） （8）
1646年（清顺治三年 !!!!!!） （8）
1648年（顺治五年 !!!!!!!） （8）
1652年（顺治九年 !!!!!!!） （8）
1658年（顺治十五年 !!!!!!） （8）
1671年（康熙十年 !!!!!!!） （8）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 （8）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 !!!!!） （8）
1701年（康熙四十年 !!!!!!） （9）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 !!!!!） （9）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 !!!!!） （9）
1711年（康熙五十年 !!!!!!） （9）
1723年（雍正元年 !!!!!!!） （9）
1724年 12月 12日

（雍正二年十月丁酉 !!!!!） （9）
1729年（雍正七年 !!!!!!!） （9）
1738年 12月 18日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9）
1739年（乾隆四年 !!!!!!!） （9）
1744年（乾隆九年 !!!!!!!） （9）

1747年（乾隆十二年 !!!!!!） （9）
1749年（乾隆十四年 !!!!!!） （9）
1752年（乾隆十七年 !!!!!!） （9）
1754年（乾隆十九年 !!!!!!） （10）
1755年（乾隆二十年 !!!!!!） （10）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 !!!!!） （10）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 （10）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 （10）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 !!!!!） （10）
1822年（道光二年 !!!!!!!） （10）

近代（1840 年至 1949 年 9 月）

1840年（道光二十年 !!!!!!） （11）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 （11）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 （11）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 （11）
1852年（咸丰二年 !!!!!!!） （11）
1853年（咸丰三年 !!!!!!!） （11）
1854年（咸丰四年 !!!!!!!） （11）
1858年（咸丰八年 !!!!!!!） （11）
1861年（咸丰十一年 !!!!!!） （11）
1863年（同治二年 !!!!!!!） （11）
1864年（同治三年 !!!!!!!） （12）
1866年（同治五年 !!!!!!!） （12）
1869年（同治八年 !!!!!!!） （12）
1870年（同治九年 !!!!!!!） （12）
1878年（光绪四年 !!!!!!!） （12）
1881年（光绪七年 !!!!!!!） （12）
1889年（光绪十五年 !!!!!!） （12）
1891年（光绪十七年 !!!!!!） （12）
1893年（光绪十九年 !!!!!!） （12）
1894年（光绪二十年 !!!!!!） （12）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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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 （12）
1904年（光绪三十年 !!!!!!） （12）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 （13）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 （13）
1910年（宣统二年 !!!!!!!） （13）
1911年（宣统三年 !!!!!!!） （13）
宣统年 !!!!!!!!!!!间 （13）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 （13）
1914年（中华民国 3年 !!!!!） （13）
1915年（中华民国 4年 !!!!!） （14）
1917年（中华民国 6年 !!!!!） （14）
1918年（中华民国 7年 !!!!!） （14）
1919年（中华民国 8年 !!!!!） （14）
1920年（中华民国 9年 !!!!!） （14）
1921年（中华民国 10年 !!!!） （14）
1922年（中华民国 11年 !!!!） （14）
1923年（中华民国 12年 !!!!） （15）
1924年（中华民国 13年 !!!!） （15）
1925年（中华民国 14年 !!!!） （15）
1926年（中华民国 15年 !!!!） （15）
1927年（中华民国 16年 !!!!） （16）
1928年（中华民国 17年 !!!!） （16）
1929年（中华民国 18年 !!!!） （17）
1930年（中华民国 19年 !!!!） （17）
1931年（中华民国 20年 !!!!） （18）
1932年（中华民国 21年 !!!!） （18）
1933年（中华民国 22年 !!!!） （19）
1934年（中华民国 23年 !!!!） （20）
1935年（中华民国 24年 !!!!） （21）
1936年（中华民国 25年 !!!!） （21）
1937年（中华民国 26年 !!!!） （24）
1938年（中华民国 27年 !!!!） （25）
1939年（中华民国 28年 !!!!） （26）

1940年（中华民国 29年 !!!!） （26）
1941年（中华民国 30年 !!!!） （28）
1942年（中华民国 31年 !!!!） （29）
1943年（中华民国 32年 !!!!） （29）
1944年（中华民国 33年 !!!!） （29）
1945年（中华民国 34年 !!!!） （30）
1946年（中华民国 35年 !!!!） （30）
1947年（中华民国 36年 !!!!） （31）
1948年（中华民国 37年 !!!!） （31）
1949 !!!!!!!!!!!!年 （32）

现 代
（1949年 10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1949 !!!!!!!!!!!!年 （34）
1950 !!!!!!!!!!!!年 （35）
1951 !!!!!!!!!!!!年 （38）
1952 !!!!!!!!!!!!年 （40）
1953 !!!!!!!!!!!!年 （43）
1954 !!!!!!!!!!!!年 （45）
1955 !!!!!!!!!!!!年 （47）
1956 !!!!!!!!!!!!年 （49）
1957 !!!!!!!!!!!!年 （52）
1958 !!!!!!!!!!!!年 （53）
1959 !!!!!!!!!!!!年 （57）
1960 !!!!!!!!!!!!年 （59）
1961 !!!!!!!!!!!!年 （61）
1962 !!!!!!!!!!!!年 （63）
1963 !!!!!!!!!!!!年 （64）
1964 !!!!!!!!!!!!年 （66）
1965 !!!!!!!!!!!!年 （67）
1966 !!!!!!!!!!!!年 （68）
1967 !!!!!!!!!!!!年 （70）
1968 !!!!!!!!!!!!年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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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73）
1970 !!!!!!!!!!!!年 （74）
1971 !!!!!!!!!!!!年 （75）
1972 !!!!!!!!!!!!年 （76）
1973 !!!!!!!!!!!!年 （77）
1974 !!!!!!!!!!!!年 （79）
1975 !!!!!!!!!!!!年 （80）
1976 !!!!!!!!!!!!年 （81）
1977 !!!!!!!!!!!!年 （83）
1978 !!!!!!!!!!!!年 （84）
1979 !!!!!!!!!!!!年 （86）
1980 !!!!!!!!!!!!年 （88）
1981 !!!!!!!!!!!!年 （90）
1982 !!!!!!!!!!!!年 （92）
1983 !!!!!!!!!!!!年 （94）
1984 !!!!!!!!!!!!年 （96）
1985 !!!!!!!!!!!!年 （98）
1986 !!!!!!!!!!!年 （100）
1987 !!!!!!!!!!!年 （103）
1988 !!!!!!!!!!!年 （106）
1989 !!!!!!!!!!!年 （108）
1990 !!!!!!!!!!!年 （111）
1991 !!!!!!!!!!!年 （113）
1992 !!!!!!!!!!!年 （116）

1993 !!!!!!!!!!!年 （118）
1994 !!!!!!!!!!!年 （122）
1995 !!!!!!!!!!!年 （126）
1996 !!!!!!!!!!!年 （131）
1997 !!!!!!!!!!!年 （136）
1998 !!!!!!!!!!!年 （140）
1999 !!!!!!!!!!!年 （145）
2000 !!!!!!!!!!!年 （151）
2001 !!!!!!!!!!!年 （157）
2002 !!!!!!!!!!!年 （163）
2003 !!!!!!!!!!!年 （170）
2004 !!!!!!!!!!!年 （175）
2005 !!!!!!!!!!!年 （185）
2006 !!!!!!!!!!!年 （193）
2007 !!!!!!!!!!!年 （204）
2008 !!!!!!!!!!!年 （217）
2009 !!!!!!!!!!!年 （235）
2010 !!!!!!!!!!!年 （258）
2011 !!!!!!!!!!!年 （276）
2012 !!!!!!!!!!!年 （291）
2013 !!!!!!!!!!!年 （309）
2014 !!!!!!!!!!!年 （331）
2015 !!!!!!!!!!!年 （353）
后 !!!!!!!!!!!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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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1840年以前）

距今约 2.5万年
长流水等地已有先民繁衍生息。

公元前 10000~公元前 3000年
先民逐水草而居，从事狩猎、畜牧、采

集活动，并能磨凿岩画，烧制红陶器具。

公元前 7世纪前后
沿河傍山地带散居着各有首领、 不相

统一的猃狁、犬戎及义渠游牧部落。

公元前 272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秦出兵击溃义渠，分置陇西、北地、上

郡。 中卫地属秦北地郡。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置北地郡富平县，中卫属之。

公元前 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万里长城。这

条长城由兰州经中卫西北接贺兰山北趋阴

山。 （据考：一说已陷流沙，一说只在黄河沿

岸修筑城障）

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

秦国内大乱，匈奴趁北部防御线残破，

逐渐南下占领边地。

公元前 205年（西汉高祖二年）

攻克北地郡，又复修沿河城障，中卫境

内筑有麦田城。

公元前 120年（元狩三年）

汉武帝徙内地 70 余万灾民到河套以
南地屯耕。 自朔方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

南）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西北），普遍修渠

灌田，中卫始有灌溉农业。

公元前 111～公元前 109年
（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

境内开始开挖引灌蜘蛛渠（今美利渠）。

32年（东汉建武八年）

十月 安定、北地等郡复为隗嚣所占。

110年（永初四年）

羌族起义遍及北地、安定等地，眴卷

县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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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年（永建四年）

汉顺帝采纳尚书虞诩建议，安定、北地

居民迁回，修复城郭，设堠亭驿站，开渠垦

田屯耕。

144年（汉安三年）

陇西、北地诸郡地震 180 余次，毁坏城

郭，压死人口众多。

158年（延熹元年）

北地任横联络西河曹况等人起事，夺

官府吏人、武器。

184年（中平元年）

二月 黄巾起义暴发。

十月 北地羌人起兵响应。

191年（初平二年）

董卓自立为相、太师，北地人起而反之。

211年（建安十六年）

十月 夏侯渊由安定领兵西进凉州，

在县西部安营扎寨。 此地谓之营盘水至今。

240年（魏正始元年）

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率众归附三国魏将

郭淮，置西州都尉监护。

255年（正元二年）

司马师耀兵灵州，“北虏震慑， 叛者悉

降”。 中卫仍属羌胡降魏居地。

266年（西晋泰始初年）

鲜卑族大量内迁， 河西鲜卑部族部落

移居牵屯山以西地。

269年（泰始五年）

石勒部屯居麦田山。

270年（泰始六年）

六月 河西鲜卑首领树机能起事，秦州

刺史胡烈领兵征讨被杀于万斛堆。

277年（咸宁三年）

三月 安定、北地匈奴及鲜卑 20 余万
降晋。 中卫地归属西晋。

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前赵赵光初二年）

刘耀灭匈奴汉国，改国号为赵（前赵），

以幽州刺史镇北地。 中卫属前赵。

329年（咸和四年、后赵太和二年）

九月 后赵石虎占领义渠、秦陇等地。

中卫又属后赵。

385年（太元十年、后秦白雀二年）

姚苌反苻坚称秦王，北地、安定、岭北

诸城降秦。 中卫地属后秦。

397年（隆安元年、南凉太初元年）

鲜卑首领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国，其地东

至麦田、牵屯山，北接大漠。 中卫地属南凉。

416年（义熙十二年、夏凤翔四年）

六月 安定胡俨率众 5 万余户降赫连

129~4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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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 中卫地属夏国。

430年（北魏神 三年）

十二月 魏帝拓跋焘攻取安定， 徙敇

勒 3万余户于安定、河西诸郡养蓄息牧。中

卫地属北魏。

436年（太延二年）

魏置薄骨律镇辖中卫。

446年（太平真君七年）

薄骨律镇将刁雍在牵屯山近河处造船

运粮。 为县境黄河船运始。

488年（太和十二年）

魏帝下诏薄骨律镇及河西等地兴修水

利，引渠溉田。

526年（孝昌二年）

二月 西部敕勒首领胡琛、 万俟丑奴

起义，与河西费也头部连结。

535年（西魏大统元年）

一月 赵贵、 李弼攻灵州赶东魏灵州

刺史曹泥入云州，灵州入西魏（含中卫地），

迁其民与咸阳。

562年（北周保定二年）

于鸣沙置会州。

577年（建德六年）

废会州改为鸣沙镇，中卫属之。

590年（隋开皇十年）

中卫县境黄河北岸始置丰安县，隶灵州。

607年（大业三年）

改灵州为灵武郡，辖鸣沙县，中卫属之。

621年（唐武德四年）

灵州回乐县西部分置丰安县，隶回洲。 贞

观十三年（639年），州废，丰安并入回乐县。

638年(贞观十二年）

四月 灵州黄河水清。

贞观年间

在中卫县城东 5 公里处建成高 18 层
的华严寺，俗称砖塔寺。

665年（麟德二年）

将灵州界内突厥斛薛、 浑部等降户万

余帐徙居黄河西岸发展牧业。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

朔方节度使在灵州西黄河外 180 里置
丰安军。

706年（神龙二年）

冬 突厥默啜攻掠鸣沙县， 遂移治于

废丰安县城。

712年（先天元年）

朔方军大总管郭元振另筑丰安城。

430~7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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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年（开元元年）

鸣沙县境置东皋兰州，以居突厥降户。

722年（开元十年）

将灵夏间 5 万余众突厥全部迁往徐州
等地。

756年（至德元年）

安史之乱，肃宗李亨至丰安南，欲北渡

河，以河为险保丰安，众以为不可，遂到灵

武称帝布告天下。

765年（永泰元年）

鸣沙城又被吐蕃所占， 再次移治于旧

丰安县城。

849年（大中三年）

灵武节度使朱淑明收复安乐州，并改建

为威州（同心韦州），辖鸣沙县。 中卫地属之。

882年（中和二年）

灵武西南 180 里处置雄州 （与丰安城

方位距离同），后徙治承天堡为行州。

907年（后梁开平元年）

唐亡，朱全忠建梁国，韩逊割据灵盐等

州臣附。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

李存勖灭梁建唐国，史称后唐。 进封韩

沫为灵、盐、警、雄、凉等州观察使。 中卫为

雄州地，属后唐。

936年（后晋天福元年）

十一月 契丹灭后唐， 石敬瑭称帝立

后晋，封袁正辞为雄州刺史，但袁以州在灵

武之西吐蕃界中，不敢赴任。

942年（天福七年）

四月 废雄州为昌化军。

951年（后周广顺元年）

一月 郭威建国号周，史称后周。 晋封

灵武冯浑子、冯继业为朔方军马留后。 中卫

地属后周。

961年（北宋建隆二年）

一月 灵武节度使冯继业向宋太祖贡

献马匹等物，以表归附。 灵武五部党项也以

骆驼、良马贡宋降附。

964年（乾德二年）

沙门王继业等 300 人途经灵武， 取道

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赴天竺（印度）取

经。 开通路经中卫丝绸之路北道。

966年（乾德四年）

灵、 夏等州的回鹘 200 余人， 汉僧 60
余人，经中卫取道凉州、甘州，去天竺取经。

1000年（咸平三年）

十一月 辽授党项族首领李德明为朔

方节度使，其领地附辽。

1002年（咸平五年）

三月 李继迁攻占灵州， 改灵州为西

713~1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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