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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共宁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春光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俊

秀，民风淳厚，有着独特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特色。 长期以来,诸多文化元

素在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互相融合，彼此影响，形成了以回族优秀文化为

主体的多元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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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遗存文化和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的成果文化九大

主流文化，造就了宁夏历史文化的根基与灵魂，成为中华文化园地的一

朵奇葩。

近年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小省区能办大文化”和推进宁

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 有关部门和广大历史文化工作者依

托宁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辛勤耕耘，编辑出版了《宁夏历史图经》等一

大批优秀书目，对人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宁夏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只有清楚地认识历史发展变化的

全过程，才能把握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这就需要学习和了解宁夏的历史和现实，通过了解和研究宁夏历史，挖

掘特点文化，为实现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服务。 《宁夏地方史话丛

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是内因和外因催生的产物，旨在以“九大文化”为

主线，系统介绍宁夏发展进程，进一步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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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文化的发展繁荣。

宁夏地方史志工作的快速发展，为编纂《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打下

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我区近 30 年编史修志的实践工作中，培养和锻

炼了一批集研究和编辑于一身的地方史志专家， 他们是编修地方史话

丛书的生力军。 各级地方志书的出版，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累，为编纂

地方史话丛书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 有了这样的内在和

外在良好条件，《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必将瓜熟蒂落，溢出浓郁的芳香。

相信通过《宁夏地方史话丛书》，人们会看到宁夏从过去到今天的

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层面和更多的美丽。

愿我们可爱的宁夏，在《宁夏地方史话丛书》这个文化资源宝库中

更为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有张力；愿我们的跨越式发展更凸显文化的

支撑作用。

201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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湫渊自古龙居地
伏羲女娲留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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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潺潺茹河逆流而上，穿越另一时空隧道，让我们一起回到 3万年前。

这里不是非洲的大草原，却绿草茵茵，波光粼粼，巨大的犀牛、剽悍的野马、

活泼的羚羊各自为阵，悠闲自得地啃食着上天无偿厚赐它们的嫩草。这里不是长

白山，却有松柏参天，灌木成片，豺狼窜跃，虎豹啸叫。这片水草丰美、植被茂盛的

岭
儿
中
部
遗
址

华胥氏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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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地域属于六盘山东麓。

在平坦的红、茹河谷地，眼界很是开阔。 一群身裹兽皮的青壮年男子手持尖

锐的棍棒和锋利的砍砸石器，悄无声息地来到山间丛林或河边集体狩猎。一些青

壮年女子在河边低矮的灌木丛中采摘野果，或低头挖些植物的根茎。另一些中老

年男女在一排排山洞口外正用尖状器和刮削器将猎物的皮剥下， 将肉块切成小

片。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在河边尽情追逐、嬉戏，蓬乱的长发下，闪烁着一双双机敏

清澈的眼睛。夜幕降临时，洞口燃起熊熊的篝火，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烧烤食物，

火光在他们略显困倦的脸上时隐时现……

日子似乎就要这样一天天艰辛而安然地度过。

一天深夜，料想不到的一场灾难突然降临了。 突发暴雨使河水骤然上涨，惊

慌失措的“彭阳人”来不及拿走工具，就匆忙撤离了住地。 后来，经过长期的河流

淤积和地壳运动，将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封存

下来。

这就是彭阳县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

岭儿村距彭阳县城约 1.5 公里，三面环

山，有两条小河在村西南交汇，然后向东南

蜿蜒而下，汇入茹河。 经小河常年不断地切

割，蕴藏在岭儿沟地下数万年的人类文化珍

宝得以重新显露在崖壁上。

2002 年 7 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人

员和固原博物馆有关研究员带领美国内华

达州考古专家、 犹他州地层调查局教授、加

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亚利桑那大学

人类学系主任等 5位专家学者来到彭阳县，

从彭阳乡任湾村沿茹河两岸徒步至城阳麻

子沟圈，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岭儿采集了

石器和动物化石。 经初步辨认，这些打制石

器的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 随

后，又在附近一处废弃的旧庄院内，发现一 刘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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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约 30厘米厚，类似白灰的东西，从白灰层中发现的遗物判断，远古时期这里应

是一处供人畜饮水的湖泊。

2003 年 4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际史前

及原始科学协会执行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理事会成员、

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专家黄慰文研究员和他的同事， 以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钟侃、副研究员王惠民等一行 10 人，在考察完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

后，专程来到彭阳，对采集到的石器进行分类。 发现岭儿地层和水洞沟遗址地层

所表现的形式基本一致。这种水波状的地层是在距今 3万年以前，由短时间的气

候热胀冷缩引起的。调查人员以茹河流域为重点调查区域，重新确定白阳镇姚河

村岭儿 2 处、立道沟 1 处，城阳乡刘河村 1 处以及 1 处湖泊遗址，均为旧石器时

代晚期遗址。 与宁夏最早发现的灵武水洞沟旧石器晚期遗址，大致属同一时期，



距今 2.7万~3.2 万年。 调查中采集到古人类石制品 60 余件，同时采集到古脊椎

动物化石 2 件，其有一件动物肋骨呈黑色，明显是用火烧烤的，说明当时人类已

懂得用火，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 这一次考察，真正确定了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

的文化内涵。

彭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固原市境内首次发现如此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

它的发现填补了宁夏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开启了固原旧石器时代

考古研究的先河。将固原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万年左右，在宁夏

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今后， 随着对岭儿旧石器时代遗址进一步科学发

掘，人们对固原境内远古人类活动情况的认识会更深入、更全面，最终将揭开彭

阳乃至固原地区远古人类活动神秘的面纱。

从彭阳县古城镇古城遗址出发，北行 13 公里，最后穿越一截间有水流簇簇

涌出的河床，便到了海口村马场队的东海子———朝那湫。其旷古神秘的历史渊源

让人追溯不尽，婀娜柔媚的风姿仪态令人神往。

朝那湫形成及特点耐人寻味。 《史记·集解》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

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大型动物牙齿化石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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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

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 ”《水经注》卷三载：“高平川水，水发源县西南二十六里湫

渊。 渊在四山中。 湫水北流西北出长城，北与次水合。 ”元朝学政李诚《重修朝那

湫龙神庙记》中说：“开成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湫东冈阜上

直祠设像，神曰盖国大王。”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朝那湫所处地理位置的神奇

和独特， 它的神秘身世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可能是因河流阻塞而形成的高原湖

泊。 其“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更让人不可思议。 “冬夏不增减”中“不减”可能是

由于水源供给充沛；“不增”是由于地质构造原因，过量的水沿断层罅隙间遗漏渗

走；“不生草木”， 可能是与水质或土质有关。 关于朝那湫的水质，《汉书·郊祀志

上》颜师古注有“清澈可爱，不容秽浊”的描绘。朝那湫在秦汉以前就声名鹊起，成

为历代皇家祭祀要地。 先秦时代，秦人迷信，五行属水德，迁都咸阳后，以此为中

心选择乾方位的“朝那湫”作为理想的祭祀之地。 通过朝廷祭祀，凝聚人心，还有

向北边游牧民族耀武示威之意，以便安抚后方，专攻东南诸国，加快全国统一。长

久以来，形成祭祀规范，历代相沿，不越礼制。早在战国时期，“秦方图楚”，秦惠文

王为使伐楚成功， 曾献文于朝那湫神：“敢昭告于巫咸大神， 以底楚王熊相之多

罪。 ”这就是“投文诅楚”的故事。 秦统一六国后，朝那湫被列入四大名川之中，与

黄河、长江、汉水齐名，并立祠由朝廷祭官祭祀，其规模不小，地位不凡。 公元前

220 年，始皇首次出巡，取道陇西，由鸡头道穿越六盘山，观览并祭祀了朝那湫。

公元前 112年，汉武帝首巡安定郡，从骑数万。 祭祀崆峒山后，穿回中道，来到朝

那湫祭祀。 史学家司马迁随驾记胜。 汉文帝还曾下令增加祭祀朝那湫的祭器，将

“圭玉、币帛、俎豆等祭器品与礼器均予等次增加”，祭祀的场所也予以修葺拓宽。

东汉安帝、桓帝曾驾临朝那湫祈求湫神。

时序更替，沧桑巨变。 气候、地理的变迁，使朝那湫在自然演变中逐渐缩小。

唐代，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朝那湫“周回七里，盖近代耗减”，并改称湫渊为湫

泉，这是唐人为避李渊讳所致。 元朝学政李诚在其《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中说：

朝那湫“汉、唐载在《祀典》，金、宋边臣尝祀于祠，碑志仍存。金末，兵尘荡起，祠无

人居……命官划荒芟秽，建庙致祭，颇福其土焉”。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遇地

震，“陵谷变迁”“殿宇湮灭”，毁于一旦，但朝那湫的灵气在百姓中的影响是至深

的。官民自然重新立祠，“复设堂屋，绘神塑像，俱尽其美”，神曰“盖国大王”，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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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 开成知州朵儿只“躬率僚吏奉币祝恭，事祠下”，还祭湫祈雨。 由此可见，各

时期除了百姓的顶礼膜拜，对朝那湫的祭祀仍然是一种官府行为。

到了明代，明《万历固原州志》（简称明《州志》）山川条记：“东海在州东南四

十里。泉流有声，广五里，阔一里。东岸有庙，余波入清水河，即古朝那湫。 ”其时，

朝那湫的规模进一步缩小。清《宣统固原州志》（简称清《州志》）沿用了前人“在州

东南四十里，流入清水河，或云为东朝那”的记述，现状并不见称，此时湫水是否

已“走漏”？ 清代以前，湫渊处深山中，人迹罕至，被视为“龙之所处”的清静之地，

朝那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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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秽浊。 清初，固原驻军在这里设“提标城守营游击马场”，“湫东冈阜置祠”处

成了料马台。此后，又有人在此居住，湫水遂被污染。《民国固原县志》记载则更为

简单：“今泉走漏，土人又称干海。 ”说明此时只有泉水流入茹河，湫水早已不存。

从此，朝那湫逐渐淡漠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现在这里景色优美雅致。四周青黛环拱，绿草茵茵，一人工修筑的水坝静静

地躺在群山怀抱之中，水波潋滟，清澈鉴人，不染尘秽，幽雅恬静至极；而或朝

晖夕映，神秘顿生。 依稀让人想象到当年朝那湫的美是多么超凡脱俗，深邃内

湫
渊
自
古
龙
居
地

伏
羲
女
娲
留
胜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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