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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早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西汉时即设置县府，命名“三水

县”，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建制，至今建县达

2200 多年。同心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大家庭，

秦汉时的匈奴、鲜卑，唐代的吐蕃、吐谷浑、突厥，宋

代的党项人，元代的回族、蒙古族先后定居预旺、韦州

和同心等地，明清两代，满族、汉族等民族也开始在境

内从事农牧业生产和社会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同心回族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各民族碰撞、融合、

包容、理解，水乳交融，和睦相处，互相影响，共同创

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生态。

回族先民自元朝始即着足同心，至明、清两代，同

心逐步成为回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形成了同心回族群

体。今天，同心的回族人口有 34 万之多，占全县总人口

的 85.7%，是全国建制县中回族人口比例最大的县。同心

回族在宗教、历史、文化、经济、民俗等方面，既保存

了民族自身的特性，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域和社会发

中共吴忠市委常委、同心县委书记

同 心 县 人 民 政 府 县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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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烙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同心回族文化。

同心贫瘠却不乏神奇。东汉代王卢芳、唐代文学家

皇甫枚、明朝庆王朱栴、清代回族将领金国正、宁夏伊

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海东阳、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洪

门创始人洪寿林、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虎嵩山……

无一不是可歌可泣、名垂千古。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

景观，都是旱塬文明一道靓丽的风景。“旱海明珠”罗

山留下了明清文人的妙文佳句，韦州康济寺塔、明王陵

和下马关古长城诠释着历史的沧桑巨变，红梁文化、古

生物化石传递着同心远古的信息，回族风味小吃油香、

馓子、手抓羊羔肉香飘西北，回族服饰、回乡建筑美轮

美奂，同心圆枣、同心硒甜瓜、马铃薯、苦水枸杞等土

特产品誉满中外。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同心清真大寺，

更是同心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象征。

1936 年 10 月建立的豫海县苏维埃政府和全国第一个民族

区域自治政府———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创

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近年来，在自治区和吴忠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同心回汉各族群众在县委、政府的带领下，秉承艰

苦奋斗、务实苦干、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的同心精神，

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为目标，着力培育富民强县产业，着力加快构建和谐社

会，努力打造“开放同心、富裕同心、和谐同心、美丽

同心、法治同心”，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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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安居乐

业的发展目标。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适逢党中央吹

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角的历史时期，

借着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八十周年大庆的东风，

《同心县文化丛书》 应运而生。 《回乡同心》 是同心回族

民俗文化辞典，通过同心回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乡

土文艺、商贸经济、民族教育、体育娱乐等方面，集中

展示同心回族鲜明的民族风格、浓郁的民族特色、淳朴

的民族风情、独特的民族习惯和与自然抗争的不屈不挠

的民族性格，旨在彰显同心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文化魅力，

系统、科学、真实地展现了同心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发展。

《一路同行———同心县民族团结故事集》 将同心回汉人民

在历史岁月和现实生活中包容理解、和衷共济、共同发

展的故事编辑成书，集中反映民族团结在同心经济社会

发展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展示民族团结的力量和美丽，

把全县民族团结工作的精神和成果发扬光大，激发精气

神，传递正能量，为同心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

《古韵同心———同心县人文景观荟萃》 是一部同心文化旅

游指南。同心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回族文化、红色

文化和历史文化交相辉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遍布全

县，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为了帮助人们聚焦同心、

认识同心、了解同心和宣传同心的旅游文化资源，光大

同心旅游的文化价值，本书图文并茂，以解说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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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大家遍览同心自然人文美景，增加历史感、自豪感

和使命感，实现自我教育和提升。 《朝向阳光———同心

县阿拉伯语翻译创业故事集》 反映了同心县阿拉伯语翻

译者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感人故事。阿拉伯语翻译是

同心县的金字招牌。同心阿拉伯语翻译者充分发挥同心

人能吃苦、善经营、敢拼搏的创业精神，在阿拉伯语翻

译代理工作中取得了可喜成绩，目前近万名回族青年活

跃在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阿拉伯语翻译已成为广大

青年外出务工、创业致富、带动发展的新型产业。我们

编辑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讲述阿拉伯语翻译工作者的奋

斗历程，向世人展现阿拉伯语翻译者的辉煌业绩，激励

全县人民奋发进取，努力拼搏，以此丰富同心精神。

传承历史文脉，展现时代精神。作为同心县委、政

府着力建设“文化同心”的重要举措，作为纪念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暨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八

十周年的献礼工程， 《同心县文化丛书》 以全新的视角，

对古老的同心做了新的诠释，既是饱含深情的历史回眸，

也是满怀信心的未来展望，更是同心人的一次新的自我

认识。

伴随着宁夏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的铿锵步伐，同心

县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大幕全面拉开。站在新的历史

起跑线上，我们坚信，同心县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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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人杰地灵。丰富的古生物

化石，远古人类遗迹，古代帝胄陵寝，溯唐蕃古道与

“丝绸之路”，使之闻名遐迩。具有 600 多年历史的同心

清真大寺，是中国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1936 年红军西

征在这里建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此壮举不仅见证了中华

民族的大融合，且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开辟了民族区域自

治的先河。

厚重的历史 多彩的文化

第一章



姻 行走在山路上



同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新石器时代已

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汉时建立三水县，设安定郡属

国都尉；唐代置威州，辖鸣沙、温池二县；宋代西夏占据韦州，

置静塞军司；明代曾于韦州建庆王府，设平远千户所和韦州群牧

千户所；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建立平远县；民国后曾改名镇

戎县、豫旺县、同心县。历史上，同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秦

富 有传奇色彩的移民部族

姻 晨光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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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期有羌、戎、匈奴诸部族，唐代的吐蕃、突厥、吐谷浑，宋

代的党项，元代的蒙古族及明代的汉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创造过

辉煌，留下了许许多多灿烂的历史文化遗迹。伟岸壮观的西夏康

济寺塔，宏大神秘的明王陵，雄浑苍凉的下马关古长城，格调高

古的预旺钟鼓楼，这些遗迹无不诠释着历史的沧桑巨变；红梁文

化、古生物化石传递着同心远古的讯息；丝绸古道、匈奴墓葬群

述说着诸多人间悲欢离合；“旱海明珠”罗山激发历代文人为其

吟诵妙语佳句。谦虚勤劳的同心回汉族百姓就是在这片文化热土

上，开始了新一轮文化的延续和创造。

据 《多桑蒙古史》 记载，从元代开始，同心地区就有回族居

住生活。元代是回族先

民进入宁夏的高峰期。

公元 1226 年成吉思汗

攻克灵州，遂留下部分

军队和迁民 （包括信仰

伊斯兰教的军民）。据

《元史》 记载：至元八

年 （1271 年） 九月，元

姻 不同时期的《同心县志》

姻 王团老枣林

姻 唐天际和程宗受赠送

给洪寿林的锦幛

回
乡
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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