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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冬玉

该
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会因为时光的侵蚀

而消逝，在沙中、在河畔、在山巅，古老的西夏文明透过沉沉暮霭依

旧吟唱在平原的每个角落；不会因为民族的交融而迷失，在稻田、在

果园、在炕头，回汉兄弟的双手穿过茶盏油香的浓郁香气紧紧握在一起；不会

因为世俗的偏见而偏移了前行的脚步，在街头、在荒漠、在湖边，塞上江南每天

都在演绎着太多的故事和奇迹。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绚丽的伊斯兰风情让人为之着迷；这里有

黄河和沙漠交融的壮丽景观，长河落日与大漠孤烟并存的美景让人目眩神迷；

这里有神秘的古西夏文明遗迹，夕阳下的“东方金字塔”至今在向世人诉说着

那段古老的往事；这里有功效奇特的“红宝”枸杞和甜美的硒砂瓜，有美味的羊

肉和八宝茶等待着远道而来的游客……每当我试图用什么词语来描述可爱的

宁夏时，总会感叹自己的词汇是那么的匮乏。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个小省区，小到只有区区的6.64万平方公里，630余万

人口。但是这里不应该被世界所遗忘，宁夏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内接中原，西通

西域，北连大漠，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的地区。两山一河（贺兰山、六盘山，黄

河）架起了宁夏的经脉骨骼，千百年来，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重要中转

站，各个民族、不同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当历史的书页翻过，文化再一次沉

淀，我们蓦然发现，宁夏已得到了来自历史的馈赠，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

堡，宁夏巍然屹立。

宁夏具备了造物主予的两个极端。向北，素有“塞上江南”美誉的中国十大

新天府———宁夏平原，得益于黄河母亲的滋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

南，六盘山下是以贫瘠而闻名于世的“西海固”地区，干旱少雨的恶劣生存环境

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翻开宁夏的发展史，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宁夏人世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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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斗”的悲壮事迹。近年来，宁夏根据自治区实际探索出了扶贫开发的新路，生态移民攻

坚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夏将一举拔掉生活在不适宜居住、不适宜发展的中南部地区的

35万贫困群众的“穷根”。

借由《走进宁夏》丛书的问世，我们希望能打开一扇世界了解宁夏的窗。

作为宁夏的心脏，在大西北酷烈的阳光下，银川以水的温柔撑起了外界对宁夏的第

一印象。银川又称“凤城”，这里的宜居条件举世闻名，用“多彩”来形容这座城市是当之

无愧的。重工基地石嘴山用他钢铁般的坚强撑起了宁夏不屈的发展之魂，今天，石嘴山

以崭新的面貌和澎湃的活力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切目光。坐落于宁夏正中的吴忠

市，浓郁的回乡风情醉倒了多少游人；黄河滋润着这片多情的土地，阳光温暖着回汉儿

女的心房，锦绣吴忠，正在奏响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华丽乐章。宁南固原，以悠久的历

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享誉海内外，却也以贫困落后让人为之揪心；而今宁夏生态移民

工程为35万贫困人口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茫茫沙海中的绿洲中卫，只有在

这里才能领略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象；鲜红的枸杞，香甜的硒砂瓜，中

卫的特色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悄然撑起了宁夏的又一个经济增长极。

《走进宁夏》丛书通过“多彩凤城·银川”“重工基地·石嘴山”“锦绣回乡·吴忠”“文化

古城·固原”“沙海绿洲·中卫”这几张“宁夏文化名片”系统地介绍了宁夏的地理历史、特

色文化、旅游景点、名优特产及风味饮食。对于从来没有来过宁夏的朋友来说，这套丛书

能够帮助你建立对宁夏的初步印象，或许可以成为你来宁夏旅游的最佳指南。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宁夏不该被世界忘记，在建设和谐富裕新

宁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宁夏必将谱写下属于自己的浓重

一笔。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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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是宁夏的一座名城，很多人一提起中卫，都会会
心地一笑， 因为这是个充满生活气息又洋溢着浓厚人情
味道的地方， 舒缓的节奏里透着一些幽默， 让人感到温
暖、祥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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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位于宁夏中西部，是宁夏、甘肃、内蒙古三省的交界处。

地处黄河前套之首，地形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倾斜。地貌类型

分为沙漠、黄河冲击平原、台地、山地和盆地五大类。南部为土石山

区，以香山寺为最高；西北部为腾格里大沙漠，新月型的沙丘连绵起

伏；中部为冲击平原，沿黄河两岸分布。西北部的腾格里沙漠边缘卫

宁北山面积 12 万公顷，约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8%，中部卫宁黄河

冲击平原 10 万公顷，约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将近 7%，位于山区与

黄河南岸之间的台地 6万公顷，约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4%，南部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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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地与黄土丘陵面积约 120 万公顷，占全

市总面积的 80%以上。境内有黄河及其支流

长流水、清水河三条主要河流。黄河沿中卫

市区西北侧自西南向东北流过，境内流程约

180 余公里。

中卫深居内陆，远离海洋，靠近沙漠，

属半干旱气候，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

和沙漠气候的特点。春暖迟，秋凉早、夏热

短、冬寒长，风大沙多，干旱少雨。年平均

气温在 7.3oC～9.5oC之间，年均无霜期

159～169 天，年均降水量 179.6～367.4 毫

米，年蒸发量 1829.6～1947.1毫米，全年日

照时数 287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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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其实是个军事设置，

明朝以前没有中卫这

个名称。春秋时中卫境界杂

居着羌、戎等少数民族。秦

统一中原后，把今中卫并入

版图，开始设郡建县。秦时

属北地郡；西汉属目旬卷县；

隋唐改为丰安县；五代后唐

设为雄州；后晋时又改为昌

化军、昌化镇；西夏时设力

吉力寨；元朝升为应理州；

明王朝于永乐元年在宁夏境

内先后设置了左卫、右卫、

前卫、后卫、中卫等军事建

制，中卫这个名字开始出现。

后来其他几个“卫”都消失

了，只有中卫保留了下来。

清朝时中卫曾经叫卫置县，

雍正二年，改称为中卫县，

属宁夏府。1911 年中卫属甘

肃朔方道。1933 年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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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中宁两县。1954 年，宁夏省裁撤并入甘肃省，中卫属银

川专区。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卫划回宁夏。2004

年 2月，中卫撤县设地级市。从名称的变更可以看出这个地方

经历的沧桑，历代的统治者也在这一个个名字中寄托了对大好

河山的热望。历久弥新的中卫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深厚的人

文底蕴，虽然没有大都市的流光溢彩，但其从骨子里散发出的

独特魅力却别具风格，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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