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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在石嘴山建市 50 周年之际，《石嘴山史纲》的出

版堪称一桩盛事。该书史料丰富、图文并茂，蔚为壮观，全景式地

扫描了石嘴山市生生不息的变迁历程，广角度地总括了石嘴山

市建设发展的社会全貌，既是一部要揽石嘴山历史的重要文献，

也是献给石嘴山建市 50 华诞的一份厚礼。

早在 4万年前，石嘴山市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古生物

化石、贺兰山岩画等无不烙下了文明演进的足迹。自有史以来，

历代王朝曾在这里统驭管辖。300 年前，石嘴山市曾是盛极一时

的水旱码头和北上南下的重要通道，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石嘴山

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 1 960 年建市以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

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全市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自治区和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一座具有山水园林特

色的新型工业城市崛起于黄河古道之滨，屹立于巍巍贺兰山下。

201 0 年 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来石嘴山市视察时，对石嘴山市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修史“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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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山史纲》以图文并茂的手法，翔实记述了石嘴山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又涵

盖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民族关系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真实反

映了石嘴山市历史文化的变迁，充分展示了石嘴山发展的辉煌成就，体现了

一代又一代石嘴山人为民族独立、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是

一部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翔实的石嘴山史书。这部《石嘴山史纲》，得到

了全国和自治区知名历史学家、西夏学专家吴忠礼先生的鼎力支持，他严谨

的治学态度使这部史书具有了重要的思想和史料价值。在此向吴忠礼先生

表示衷心感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石嘴山市面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深入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全面启动，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意见》《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

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自治区政府《关于促进石嘴山市经济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以及国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全国

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自治区统筹城乡发展试点等宝贵机遇，为石嘴山又好又

快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始终铭记历史，传承

文化，弘扬精神，不断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大力推进经

济转型、工业强市、城乡统筹和项目带动“四项战略重点”，加快建设科学发

展示范区、经济转型示范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生态文明

示范区，努力把石嘴山市打造成为西部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知名

的奇石湖泊城市、宜居宜业的和谐幸福城市。

是为序。

201 0 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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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石嘴山市建市 50 周年，中共石嘴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编纂

出版一部系统介绍本市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的综合性大型图书，书名定为

《石嘴山史纲》。市委书记李文章对这部书的编写非常重视，亲自挂帅，担任编委

会主任、主编，并撰写序言。他还要求，《石嘴山史纲》要按照文化精品工程的高

标准认真打造，作为建市 50 周年的献礼书，给全市人民献上一份厚礼。

我认为采用编写家乡历史的方式来作为“市庆”的献礼，比较其他一般的形

象工程和献礼工程可能具有另一番意义。其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

这次编纂《石嘴山史纲》的过程中，发动全市各县、区和各单位积极配合，提供材

料，并组织史志专家参加编写工作，这实际上是在全市普及家乡历史的过程，其

本质就是还史于民。当人民群众重新拥抱历史以后，一定会以史为鉴，创造出史

无前例的新辉煌。相反，如果人民无知于历史，都是“史盲”，将如何承接前人的

智慧与教训？自身的素质也难以提高，一定会失去精神动力，发展与振兴也就没

有多大希望了。其二，文化是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和原动力，更是历史的

升华。历史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流向远方。今天的历史不仅是昨天历史的

延续和发展，而且经过沉淀、凝固和冷却以后，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是不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它就是历史文脉。共产党人最尊重历史，历史唯物

主义第一次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当然更不会让历史文脉中断在自己的手

中。《石嘴山史纲》的编写，正是让地域历史文脉得以延续的一种努力。其三，开

展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华夏历史文化的内涵，增进人们对祖国历

史、中国社会全方位基本国情的了解和感情，加深和丰富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和中国文化深厚历史底蕴的认识，进而把人们的“恋乡”情结，扩张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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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从而大大激发人们建设家乡和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其四，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任重道远、永无止

境。今后的发展方向、重点和切入点，应该是向区域化研究推进(即地方史研

究)，把区域历史文化置于全国大传统大视野中进行考察，了解局部，强调个性，

使大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基础坚实、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五，观照今昔，宣传家乡，表彰乡贤，服务社会，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

务，在还史于民的同时，还要让历史为现实服务，“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少走弯

路，争取更大的成绩。其六，《石嘴山史纲》的出版，在综合研究家乡历史的方面，

具有领先和示范的作用。宁夏的历史悠久，区位特殊，历史上往往被中央王朝

视为生死攸关的北国门户与战略要地。但是，宁夏各市至今尚少有对于本地历

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成果面世。《石嘴山史纲》的编写，虽然只是一种尝试，但

毕竟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在本市更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七，《石嘴山

史纲》采用文图并重的编纂方法，从而使人们别开生面、耳目一新，让沉寂的历

史鲜活化和人性化，大大改变了史学著作枯燥、冷漠、难读、费解的不足，这在修

史方法上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总之，石嘴山市以总结历史，编写本市综合史书

的方式，作为“市庆”的献礼，本身也是一种既重视经济，也重视文化的表现，它

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本书面向社会发行以后，其社会价值也一定会更加显

现出来，因为不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科学发展，起

决定作用的是人———人的观念、人的文化素养，归根结底，塑造人们灵魂的文化

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承蒙抬爱，让我担任《石嘴山史纲》的总纂，得有机会与诸位史学界同人一

起，共献绵力。数月间，适值盛夏酷暑，大家挥汗笔耕，挑灯夜战，圆满完成撰写

任务。现在，又应市委领导之邀，代表课题组诸君再写几句感想，俾付简末，以

表贺忱，权充庸序。吴忠礼谨识。

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吴忠礼

201 0 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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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全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唯物史观，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客观、辩证地总结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2. 本书为石嘴山市历史上第一部史纲。记述范围，以石嘴山市现行辖境为

基础，历史上所涉地域亦有简要交代；记述时间，上限不封顶，追溯至各项事业

的发端，下限统一截止到 2009年年底，个别地方延伸至 2010 年 8 月。

3.由于石嘴山市在历史上区划变更大，书中所称“建市前”“建市后”，以

1960 年 3 月 26 日石嘴山市宣告成立为界；所称“石嘴山”“石嘴山地区”“银北”

“全市”“市境”等概念，均指今石嘴山市。

4. 全书文字量约 40万字。其中清朝及以前约 15 万字，民国时期约 5万

字，以上合为上卷，计约 20 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石嘴山地区解放）成立

以来的 60余年，独立为下卷，计约 20 万字。

5.按照图文并茂的编纂设计要求，在书前和文中，选配大量图片，不仅有

效提高史学书籍的可读性，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与观赏价值。

6. 书中所配各种地图，均为帮助理解文字的参考示意图，不作为疆界划分

的依据。

7. 书中的历史纪年，民国及以前，采用历史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地名采

用当时的名称，并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数据以地方官方统计部门所公布

的统计数据为准。其他如计量单位、简化字、标点符号和称谓等，均按国家有关

部门的规范要求进行规划。

1 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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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编撰书稿时，翻阅了正史资料，也参考了有关研究部门和个人的学术研

究成果及市县区志鉴等地情资料。其中所配图片，有的为编者自拍照片，有的为

石嘴山市各有关部门、单位和“石嘴山市成立 50周年大庆筹备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提供；也使用了他人的作品，但受篇幅所限，加上主要转录于各地的地方志

等书刊，原件多未署名，本书只能在《附注》中以《主要参考资料》《主要图照资料

出处》注出以备查对，恕难一一标明作者，请予谅解。

9. 为了让读者扼要了解石嘴山古今历史的全程脉络，帮助理解境内所发

生各种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背景，特于书末以《附录》形式，提供《大事年表》，以资

参考。

10. 全书由上、下卷组成。上卷为历史部分，从秦朝至民国，按朝代分期述

史；下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程，分大类横排竖写，两者结合均与

“史纲”的要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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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地级市、国家重要煤炭工业城市、宁夏能

源重化工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号称“塞上煤城”。以盛产无烟煤之王———“太西

煤”而驰名中外。现在，一个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山水辉

映、绿树环抱、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化城市矗立在贺兰山和黄河之间。

“十一五”时期，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科学谋划，把加快经济转型作为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主攻方向和战略目标，大抓“促转型、调结构、谋发展”。

可以预见，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将出现在人们面前。

石嘴山市位居宁夏最北端，地处黄河上游，是河套灌区的中心地带，跨东经

105°58′～106°59′，北纬 38°22′～39°23′之间。西、北、东分别与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乌海市、伊克昭盟为邻，南与银川市所属贺兰县、灵武市接

壤。全市总面积 5208.7 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 7.8％。1960年建市，现辖大

武口、惠农两个区和平罗县。市政府驻大武口区，市区面积 529 平方公里，占全

市面积的 10.2％，其中建成区 46 平方公里。2009年年底全市总面积 5310 平方

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 8.0%。总人口 74.52万人，其中回族人口 15.46万人，汉族

人口 59.09万人，回族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 20.75％。还有满、蒙、壮等 26个散
居少数民族。

（一）

石嘴山市各族人民脚下的这块热土，大约在地质年代 30亿年前地质学上

处于“中朝准地台”西缘及“祁、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之贺兰脊柱北端，总体上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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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华北地块西缘的一部分。在地质年龄 20亿年左右，宁夏大地结晶基底，即

宁夏最古陆地开始形成，沉积厚度达 15000多米。到距今十几亿年前的中晚元

古代，华北地块西缘（今石嘴山大地包含在内）开始了裂谷（古贺兰裂谷带）发展

阶段。这时，宁夏大地呈现为滨海环境，原始生命出现。后又几经沉降，约距今 11

亿～6亿年，市境开始隆为陆地。在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距今 3.5亿～1.4 亿

年）时期，境内经历大面积湖沼和海水退出的自然环境，植物繁盛，这就是本地

区重要的成煤期，今天驰名中外的“太西煤”煤层形成了。距今约 6500万年，地

质进入新生代，由于受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贺兰山与鄂尔多斯台地之间裂

谷断裂、下沉，形成一条银川地堑，宁夏（含石嘴山境）大地初貌已具雏形。

距今 160万年新生代的第三纪，地质史终结，人类历史开始，人类的远祖类

人猿出现。到第四纪更新世末期（距今 80万～70万年），由于银川地堑被泥沙、

动植物不断填埋、淤积，慢慢形成一大片冲积平原，在周围高地水体的冲刷穿切

下，古黄河宁夏段也出现了，今宁夏北部山川地貌基本定型。地下所埋藏的丰富

资源，如煤、硅石、陶瓷黏土和矿泉水等，也在地质演化中产生。与此同时，反映

生物进程的遗迹与化石也散布各地。特别是到二三万年至五六千年前，我们的

先民就已经在贺兰山东麓和黄河两岸劳动、生息、繁衍，远古文化遗存在市境不

断被发现，其中平罗暖泉、明水湖、高仁镇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充分证明这一

点，神秘的贺兰山早期岩画，也是这段历史的印记。

（二）

石嘴山市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谓之古老，因为她历史悠久，境内远

古文化遗迹遍布，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一带活动；进入文明时期，早在夏、商、

周时代，北方一些游牧民族部落，先后以贺兰山与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作为自

己的家园，率先开发了这片热土。战国间，有称朐衍戎的游牧部落，曾在境内南

部建立过朐衍小邦国，今石嘴山市一部分地区为其势力范围。秦惠文王更元五

年（前 320年），在朐衍戎王城（疑今址为盐池县柳杨堡乡张家场古城）设立朐衍

县，辖地如故。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年），秦国最终消灭西北诸戎邦国势

力，于戎人故地设立郡县，时朐衍县上隶新设北地郡管理，标志着今石嘴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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