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艺精品工程建设，不断

加大对精品创作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文艺精品创作的政策措

施，精心组织，积极引导，使我区的文艺创作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

展态势。大型回族舞剧《月上贺兰》 《花儿》 《回乡婚礼》等在全

国巡演，很好地宣传推介了宁夏；电影《同心》使我区红色影视作

品创作生产广为外界关注，《画皮》不仅赢得了较高的票房收入，

也开创了宁夏“小厂拍大片”的先河。特别是以《月上贺兰》这部

扛鼎之作为里程碑，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在我区舞剧创作发展

史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区的文艺精品建设仍然缺乏足够的

地方文化根基、足够的开放度和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究其原因，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规划。特别是缺乏对宁夏地方文化精髓、人文精

神、优秀品格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梳理，也没有在展现地方文化特色

的作品发现、选材、挖掘、文艺形式、创作计划上进行深入研究，

而是抓一个算一个，表现的内容既无“宁夏景”也少“宁夏话”，普

遍存在着文艺创作荒漠化、粗糙化和边缘化倾向。

深入挖掘民族区域文化精髓
倾力打造宁夏优秀文艺精品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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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缺乏足够人才。我区文艺人才年龄结构出现断档，一些老的

文学艺术家年事已高，年轻文艺人才刚刚崭露头角，对年轻优秀的

文化人才选拔、培养力度还不够。同时，创作性人才和文化产业经

营管理人才不足且流失严重，这也是制约文化精品工程发展的关键

因素。

三是缺乏深入准备。优秀文艺精品的创作成功，需要抓好作品

的选题、加工修改、审查把关、编导编排等每一个环节，并对每件

重点作品定责任人、定时间进度、定质量标准，切实做到精心组

织、精心策划、精心制作，精益求精，确保重点作品按时保质完

成。而当前，我们在创作中存在着准备不充分现象，如影视剧创

作，往往从北京或上海请来几个著名的导演根据剧本进行简单的编

排、演练就仓促上阵，结果群众不认可，市场没效益。

四是缺乏足够资金。目前，全国各地都在不断地加大对重点文

艺作品创作方面的资金投入。我区文化精品创作资金投入不足，有

限的扶持资金在使用上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影视剧创

作和戏剧，只能安排启动经费，很难在重点项目上实行大投入大产

出的运作方式。

五是缺乏宣传运作。近年来，我区逐步加强了对重点作品的宣

传推介，但从总体看，在宣传方面还比较薄弱，宣传手段比较单

一，宣传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借助的

平台还需要提升，以进一步扩大宁夏精品文化的影响力，展现宁夏

精神和人文个性。

六是缺乏丰富形式。从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表现内容

不够丰富；从艺术上看，创新意识不强，大手笔、大气派的作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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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学创作中，开拓性、探索性的作品不多，艺术手法也相对传

统，剧本创作中也大多恪守着对传统剧目的改编，题材基本局限在

历史人物和故事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极少。具有开拓性、

前瞻性的新型表现手法、审美观念的作品不多，大多数艺术门类都

在恪守传统艺术模式。

众所周知，近年来，辽宁的歌舞、湖南的电视、山西的晋商电

影等一大批现代文艺作品在全国乃至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也充分

展现了这些地区经受历史涤荡的优秀精神，为人们所熟知。五千年

来宁夏历史文化嬗递过程中，形成的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要特征的

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化、以“两山一河”为代表

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边塞军

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成果

文化，无不以雄奇的历史文化画卷形式擦亮宁夏文化的精神底色，

集中反映宁夏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明成果。这些

都为宁夏地域文艺精品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要

以创新的眼光和思维，精心遴选、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富于先进

性、时代性和鲜明艺术个性的元素，借以打造出“宁夏制造”的文

艺精品。

深刻的题材还必须运用合适的表现形式予以表达，才能深入人

心。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的丰富，必然需要人文精神的

回归，同时人民群众文艺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并呈多元化趋势，

文艺创作必须要适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采用现代戏

曲、现代歌舞、现代影视等综合手段加以推陈出新，传递核心价值

观念和审美取向，而不是运用一成不变的形式或简单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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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对有突破性的获奖作品给予重奖，不断提高和激

发文艺精品创作生产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对

文艺精品的整体包装，制定专题宣传推介方案，设计专有的图案标

志和宣传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加以宣

传，提升文艺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然，精品工程建设，单靠

宣传文化部门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

一方面，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积极履行职责，尽可能为群众创造和

提供优秀的文化精品。另一方面，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

构建文化工作齐抓共管的新机制，形成文化工作的合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参加全国“两会”宁夏代表

团讨论讲话时强调：“宁夏作为回族自治区，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好典范，也是民族团结的好典范。”“在当前复杂

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既有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有国际

上一些人对伊斯兰文化、宗教等存在各种不公正的看法。宁夏在这

方面的探索实践，不仅在国内意义重大，在国际上也能充分展示我

们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取得的巨大成果，推动宁夏文化‘走出去’，能

够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基于此，2008 年，结合宁

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大庆活动，围绕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

的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文化这一定位，自治区精品文

化创作工程领导小组对全区民族民间文化、区域本土文化、历史传

承和现代文化等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全区五个地级市召集当地专家

学者座谈讨论，对全区文艺精品创作脉络进行了梳理，共确定 63

部文艺创作项目题材，并逐一点题。后经部分市县宣传部门和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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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有关处室同志的辛勤加工整理，汇编成册，使这本《宁夏重大文

艺创作题材脉络》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当然，从 3 万年前的水洞沟

文化出现“宁夏人”，历经中华 5000 年文明史，宁夏以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在 6.6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演了远远不至 63 部文艺

作品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活剧，相信随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深入挖

掘和创作，还会有更多的本土原创作品相继面世。编辑出版这本

书，旨在多角度展示宁夏文化资源的冰山一角，以便抛砖引玉、吹

糠见米，激发本土作家创作热情，吸引区外作家的更大关注，共同

期待宁夏文化姹紫嫣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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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回族优秀文化



中国回族的起源可追溯到隋唐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

地区的商人通过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

华，从事商贸往来。大食人、商人、蕃客、色目人、回回、

回民、回族等，是不同时期对来华回族先民或回族的不同

称谓。

627 年 （唐太宗贞观元年），萨珊波斯 (今伊朗一带）

人安拙汗所率 5000 人入唐，太宗诏维州 （今四川茂县） 安

置，授以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大将军，右监门

大将军，封定襄郡公。这只是成规模入华的记载，事实上，

民间的商贸往来更早，如素以兴贩贸易为业、持多种信仰

（主要是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 的中亚诸国胡人、萨珊

波斯人等早已开始在华侨居或留居，史书中称他们为“西

域胡人”“胡商”“蕃客”等。

651 年 (唐高宗永徽二年)，即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帝国

1. 月上贺兰



占领萨珊波斯王朝的同年，大食使臣到达唐都长安，两国

外交关系建立，西域使臣、商人、学者源源不断地来到中

国。此后不久，伊斯兰教也随之蹒跚而来。661 年，被大

食人所败的萨珊王朝王子俾路斯和部下向唐王求援避难，

唐高宗封他为右武卫将军。波斯大酋长阿罗憾率部入唐后

任右屯卫大将军。在长安建立了波斯胡寺、波斯会馆。

750 年前后，西亚地区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

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 (多为伊朗人)，反抗斗争失败后，

有一批什叶派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

来到中国北方，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

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

很多。

724~756 年，《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

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

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

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

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

他商品。755 至 763 年，安史之乱期间，即安禄山、史思

明谋叛，唐肃宗因兵力不足，阻挡无效，为保江山，借大

食兵平定叛乱，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熟练骑射，勇敢善战

的大食人 （包括西域诸多民族） 组成的军队，在业阿福尔

的率领下前往中国，随后，又发生了史思明叛乱，这些大

食兵助唐平定了两次叛乱后，恢复了肃宗皇帝的王位，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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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犒赏西域大食兵，在长安增建一大寺，从各州县挑选适

当女子，配嫁大食兵。于是由扬州等地选女子三千，诣送

长安，以为匹配。自此以后，大食兵乃安居中国。还在大

苑、灵州 （今宁夏灵武） 安排他们养马。

宋代，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均有大批

西域来华商人聚居，即“住唐”。朱彧《萍洲可谈》 卷二

载：“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

1218 年,成吉思汗派遣由四百五十名回回组成的商队去

花剌子模经商。商队途经讹答剌时，被该城守将亦难出扣

留,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全部财产，因而引

发成吉思汗西征。西征过程中 (指 1219~1225 年的成吉思

汗西征和 1252~1260 年的旭烈兀西征)，把葱岭 （今帕米尔

高原） 以西、黑海 （亚欧大陆地带一内海） 以东的中西亚

广大地区纳入蒙元版图，此间东来的回回人数量达到几十

万 （也有人说过百万），当时的汉人人口也不过数千万; 这

些回回人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学者、医师等外，

大部分编为“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

“阿尔浑军”“探马赤军”、“哈剌鲁军”等，被分散安置

在中国各地屯聚养牧，上马备战，下马垦牧。

1235 年元太宗窝阔台实施了“乙未籍户”制度。回回

人除了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外，还有同来的非穆斯林成员，

如“术忽回回”（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

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拜火教 （祆教）、

摩尼教 （也称明教） 徒、景教徒等，这些都被统称为回回，



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名“回回户”，自此，回回人

就有了正式的中国国籍，与汉、蒙等民族女性结合组成家

庭并留居，成为中国一个新的民族。

1273 年元世祖对驻防在各地的回回军队下令“探马赤

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自此，便有大批回回军士，分

布在全国各地屯田农耕。一般是 50 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

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

家营、某家村的开始，从而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大分

散、小聚居格局。

1368 年明王朝建立，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

著名开国功臣徐达、冯国用、常玉春、胡大海、丁德兴、

蓝玉、沐英、冯胜、邓愈、李文忠被称为十大回回。徐达、

常玉春、胡大海等大将率明军北伐的过程中，在保定、沧

州、京津、山东至山海关一带留有诸多回回营，形成了大

量回族聚居区或村落。明代著名反侵略英雄麻贵，在日本

人侵略朝鲜时统兵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达云等戍边

名将。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马欢，刚直不阿的清官海瑞，

兵部尚书铁铉、工部尚书赵荣、吏部尚书马文升、清官孙

继鲁等。文化以丁鹤年、李贽、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

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为代表。在明代，回回

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朱元璋等明代皇

帝亦有是回族人的说法。综观明代，回族人在诸多方面都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代 （1644~1911 年），库不忍耶、嘎德林耶、虎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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