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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靖边 县 人 武 部 部 长 温建斌
靖边县人武部政治委员 刘胜平

《靖边县军事志》是靖边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完善的军事专业志书。作
为全面系统记述靖边军事历史的科学文献，它的问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重大成果，为浩瀚如烟的祖国军事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光彩，我们深感欣
慰。

靖边有着丰富的军事历史遗存和深邃的军事文化积淀。历代虽有一些片
断的记载，但尚无一部纵贯古今、门类齐全的兵志，《靖边县军事志》的编
纂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这部志书全面系统记述了几千年来靖边军事活动
的各个方面。全书略古详今，不仅记述了靖边人民为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
和外敌入侵所进行的壮烈斗争，而且突出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解放靖边、保卫靖边、建设靖边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建立的不朽功勋; 记
述了靖边解放后，驻靖部队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
统，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它的出版发行，
不但对加强国防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也为驻靖部队、民兵预备役
人员和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提供了生动教
材，对于促进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作用。
《靖边县军事志》共 30 余万字。在编纂工作中，编审人员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广征博采，多方求
教，反复考证，剔粕求精，去伪存真。
《靖边县军事志》的编纂出版，是编纂领导机构和编纂人员共同努力的

结果。靖边县人武部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体编纂人员以强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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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勤奋笔耕。靖边县地方志办公室和榆林军分区军志办
自始至终指导编纂并进行了书稿的审定工作，驻靖部队和有关单位提供了大
量的资料，靖边县有关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志稿修改和校审。在此，向所有
为 《靖边县军事志》编纂和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给予热情支持的同志们表示
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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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靖边县军事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靖边县的军事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书以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点为原则，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发生
在县境内的军事活动。

三、本志书上可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止 2005 年底。
四、本志书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七位一体的体例。以志为

主，记、传为辅，图表随文安排的方法。
五、本志书结构为章、节、目三层。采用横排纵述，力求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六、本志书资料来源于有关史书、志书、档案材料、报刊专著、文物古

迹等方面，经考证鉴别，翔实入志。
七、本志书运用三种记年法。民国以前用各朝代的皇帝记年法，即用朝

代、帝王年号、庙号，加注公元纪年法。民国时期用汉字记民国年号，再加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法。

八、书中的地名均按当时所属行政区划记述。古今同一地名者沿用，不
同用括号加注。外县、外省以时名记，地名均冠以县、省名称。

九、人物部分，分别以人物传、人物表、英烈名录记述。够入志条件的
靖边籍军人 ( 副团职以上) 还有很多，因缺少资料，未能入志。

十、为了保守机密，对武器弹药、历年征兵数字和部队番号等涉密内
容，均不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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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靖边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西南部，无定河上游，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
乌审旗、鄂托克旗接壤，东北毗邻横山县，东南与延安市的子长县、安塞
县、志丹县相连，西南界至定边县和延安市的吴起县。南北长 116. 2 公里，
东西宽 91. 3 公里，呈菱形状，总面积 5088 平方公里，辖 22 个乡、镇
( 场) 。秦长城经过本县天赐湾、五里湾一带。明长城从东北向西南蜿蜒而
过，横贯全县，墩台崇隆、犄角相连。遍布全县的古城堡、古隘关，依山傍
水，可凭攻守。足见靖边古往今来，在战略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靖边地势为南高北低。南部山区藏在白于山腹部，最高点是中山涧乡的
大墩梁山，海拔 1823 米; 最低点是红墩界乡白城子，海拔 1123 米。全县地
貌分为南部山梁沟壑区，利于构筑防御工事，也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但不宜
大兵团和机械化作战。中部为滩涧区，有史以来为东西兵马要道，适宜大型
阻击战，也适合中小型机械化部队行动。北部为沙漠草滩区，属毛乌素沙漠
南沿，沙丘海子交错遍地，虽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但可为战时空降场
所。

靖边属半干旱地区内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变化较大，冬季主要受西伯利
亚冷空气影响，严寒而少雪，春、夏、秋季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出现，年温
差最高温度为 35. 1℃以上，最低可降至 － 28℃。气温日差较大，俗有 “早
穿皮袄午穿纱，晚抱火炉吃西瓜”的谚语。

靖边交通、通讯比较发达。宁夏青铜峡至山西太原的 I级双线电气化铁
路即将动工，横穿靖边东西轴线。银川至太原、榆林至延安两条高速公路相
交于靖边县城，国道、省道贯穿于靖边东南西北，县城乡镇公路形成网络。
电信通讯已发展成光缆、微波、卫星等多种手段为补充，相互协调的现代化
通信网络，如遇战争可为部队机动、联络指挥以及情报传送提供有力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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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靖边矿产资源也十分充足，以天然气、石油、煤炭为主，还有高岭土、

铝土矿、石英沙等。天然气是世界级大气田的中心地，总储存量在 4097 亿
立方米以上，亚洲最大的天然气净化厂设在靖边。石油开采逐步走向正规，
年开采原油 40 万吨。水利、电力、土地、化工等将是未来战争后勤的有力
保障。

靖边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不仅有新石器
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县境长城以
北原为一片天然草原。夏、商、周、春秋时代，先后栖居着熏育、玁狁、白
狄、匈奴等游牧民族。因此，靖边境域是民族融合与斗争的前沿，是北方少
数民族反抗汉民族统治的发难之所。即是异族首领问鼎中原的根据地，也是
中原统治者向外扩张的穷兵黩武大前方。秦统一六国后，在此归属建立上
郡，派大将蒙恬，长子扶苏率大军筑长城，修直道，北击匈奴。刘邦灭秦后
至汉武帝时，这里是汉王朝与匈奴交战第一线，双方交战延续 350 余年。东
晋义熙三年 ( 407) 匈奴人刘勃勃 ( 后改姓赫连) 自称大单于、天王，建立
大夏国，定都统万城 ( 今靖边白城子) ，陕北、关中、陇东、鄂尔多斯等地
归其所辖。至北魏始光八年 ( 431) 大夏灭，统万镇 ( 原称夏州) 属北魏辖
地。经百余年战乱，至北周，夏州地相继增设绥州 ( 绥德地) 、银州 ( 横山
地) 、长州 ( 靖边地) ，以赫连后裔赫连达为夏州总管，统领上述各州军政
事务。隋朝建立后，夏州改为朔方郡，治所设在统万城。大业十三年
( 617) ，地方豪族梁师都攻占朔方、雕阴、盐川等郡，在统万城称帝反隋，
国号梁。唐贞观二年 ( 628 ) ，太宗李世民派柴绍率军北伐，讨平梁师都，
复置夏州。北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对调与内调边将的形式，解除地
方镇守大将的兵权，引发党项首领李继迁的对抗。景祐五年 ( 1038) ，李元
昊建立西夏与宋廷对抗。在与北宋交界的绥、银、宥 ( 靖边地) 、盐诸州大
量驻军，修筑城堡，长期与北宋对峙。宋退出北方后，靖边又成了西夏、
金、蒙古军的角逐之地。明朝建立后，太祖洪武六年 ( 1373) ，取 “绥靖边
疆”之义，设靖边卫，不久设靖边道，辖榆林、绥德、定边、靖边等卫。
成化六年 ( 1470) 设靖边营。正统元年 ( 1436) ，明廷在陕北设立军事重镇
———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征调民众修筑边墙，靖边境内东北起于黄蒿涧的贾
家梁，西南止于中山涧的边墙壕，蜿蜒全长 130 余公里，筑镇靖、镇罗、靖
边 ( 今新城) 、宁塞四营堡，建烽火台 159 座。日则举烟，夜则举火，防御
蒙古部族袭扰。弘治十八年 ( 1505) ，延绥镇设兵备道，东路神木道，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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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道，西路靖边道。崇祯十七年 ( 1644 ) 李自成部将刘芳亮西进靖边。
清兵入关后，与高一功，李过激战后占领整个陕北。雍正九年 ( 1731 ) 始
设靖边县，辖宁塞、靖边、镇罗、镇靖、龙州五堡。同治四年 ( 1865 ) 起，
回民起义军数次入侵残杀汉民，持续 6 年之久，十室九空。光绪二十六年
( 1900) ，三边 ( 靖边、安边、定边) 爆发了义和团反天主教斗争 ( 三边教
案) 。义和团虽遭清政府镇压，但反洋教斗争一直持续到民国三十五年
( 1946) 三边解放，历时 47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教案。

清宣统三年 ( 1911) 十一月二十二日，哥老会头领杨昆山率领驻榆林
新军，响应西安反清义举，推翻了清政府在榆林的政权机构，成立秦陇复汉
军洪汉榆林分统部。民国五年 ( 1916 ) 后，陕西军第 2 混成旅第 4 团团长
井岳秀率部统治榆林 20 年。此期间地方民团蜂起，“维护”地方治安。民
国十六年 ( 1927) ，清涧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斗争逐渐兴
起。民国二十一年 ( 1932) ，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来到靖边，在新城、野鸡
岔等地播下革命火种。民国二十三年 ( 1934 ) 春，谢子长领导的安定革命
斗争向北发展到了靖边青阳岔一带。刘志丹在南梁组建了陕甘游击队靖边第
7 支队，北上靖边，在靖边西部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榆林井岳秀为镇压革
命，派屈子鹏 “虎儿子”营驻守靖边县城。是年八月，靖边第一个中国共
产党支部在靖边东部的新庄洼 ( 今青阳岔镇) 成立，并由共产党员王治邦、
谢宝善等人在畔沟、青阳岔一带先后组织起了大刀队赤卫军，后改编为陕北
工农红军 13 支队。九月在陕甘游击队靖边 7 支队的帮助下，靖边西部的蒋
家寺 ( 今周河镇) 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民国二十四年 ( 1935 ) 四月中华
苏维埃靖边县政府 ( 习惯称西靖边) 在桃梨洼 ( 今属志丹县) 成立，设有
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警卫 1、2、3 连、骑兵连、保安队等军事组织。5 月
28 日，刘志丹率陕北红军主力，攻克靖边县城，打死国民党驻军营长屈子
鹏。8 月 20 日，中华苏维埃靖边县政府 ( 习惯称东靖边) 和中共靖边县委，
在店家城 ( 今属青阳岔镇) 成立，县委设军事部。十月，中共中央西北革
命军事委员会派谢维俊 ( 化名刘曹) ，来到西靖边，建立了中共西特委 ( 三
边特委) ，谢维俊任西特委书记兼游击队总指挥，驻地沙洼沟 ( 今中山涧
镇) 。十一月初二，西靖边警卫 1 连长宗文耀和游击队 1 中队长金林在曹元
峁 ( 今中山涧镇) 叛变革命，杀害了 7 支队长黄万英和指导员杨占鳌等。
第二天清晨偷袭特委驻地，杀害了特委书记谢维俊及副书记兼西靖边县政府
主席阴云山等 9 人，随后侵害了保安、赤安 ( 今志丹) 等地，杀害党政军
干部数十人，造成了震惊陕北根据地的 “沙洼沟事变”。年底，周恩来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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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派刘景范组织甘洛等地游击队开始平息叛匪。民国二十五年 ( 1936) ，闰
三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西征时首次解放靖边宁条梁镇，不久又
被张庭芝部占领。五月阎红彦率红三十军转战来到靖边，于八月初七，帮助
西靖边县县级政权恢复，命名中华苏维埃新城县政府，同时成立中共新城县
委，县委设军事部。民国二十六年 ( 1937 )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陕西
省委派刘耀山来靖边，在李邱家坪 ( 今青阳岔镇) 将新城和横山的红区部
分与靖边县并为靖横县。原属三县的游击队、赤卫军等军事组织一并划归靖
横县军事部领导。腊月，中共少数民族委员会移驻张家畔，将活动与本县的
蒙汉支队遍入边区留守兵团骑兵团。抗日战争时期，靖边为陕甘宁边区的组
成部分。只有宁条梁和龙洲闫寨子仍被国民党控制，但他们不思抗日，破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挑起摩擦，搞反革命宣传，暗杀红军交通和革命干
部等，红军与地方政府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民国三十四年
( 1945) 九月，国民军 11 旅 1 团在安边起义后，在警备 3 旅的配合下攻克宁
条梁，全歼 11 旅 2 团，击毙团长史舫成，生俘民国靖边县县长乔学明。民
国三十六年 ( 1947) 二月，胡宗南调集 23 万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
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
军总部开始转战陕北。闰二月十四日 ( 4 月 5 日) 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工
作人员首次到达靖边青阳岔，毛主席亲手起草了 《四·九通知》，宣布 “我
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二十三日，党中央毛
主席转移到靖边王家湾 ( 今属安塞县)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一行离开王家
湾到小河住一晚转移到天赐湾。二十八日返回小河，五月十三日 ( 7 月 1
日) 在小河旮旯沟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 26 周年纪念大会。六月初四到
初六，毛泽东主席在小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主要研究部署了全国解放战
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问题。在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靖边地方武
装全力以赴配合正规部队阻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保卫党中央和毛主
席的安全。民国三十七年 ( 1948 )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
军，在陕北黄土高原与十倍于人民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 “蘑菇战”、
“游击战”，经过 “三战三捷”、三边战役等，有力打击了胡宗南、马步芳、
马鸿逵集团军，收复了三边地区。靖边宁条梁再次解放，地方游击队活捉了
国民党靖边县县长韩子谦，靖边全境也随之解放。民国三十八年 ( 1949 ) ，
靖边人民全民动员，组成数千人的担架队、毛驴运输队随同正规部队转战整
个大西北一年之久，全力支援解放大西北。在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带领下，
先后派出 360 余名干部支援新区政权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靖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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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仅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子弟参军参战，更有 240 余名先进分子为了人民
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靖边县人民政府于 1950 年 5 月设武装科，负
责全县的武装建设和军队工作，并将靖边游击第 3 大队编入榆林军分区独立
2 师步兵第 5 团。在地方武装相继编入正规部队后，靖边建立了 11 个民兵
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靖边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积极参加爱国公约、捐资捐物和优待军烈属活动。1951
年 10 月，靖边武装科改为榆林军分区靖边县人民武装部，同时建立了各区
人民武装部。整顿民兵组织，负责民兵训练，向部队输送兵源和维护社会治
安。1952 年，人民解放军独立五团开赴靖边杨桥畔，创建了军垦农场。不
久，撤销独立 5 团番号，改编为 1 个独立营，移交公安 13 团。为了 “建设
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靖边驻军展开了大练兵活动。同时为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修建了革命烈士
陵园，将革命战争时期在本县境内牺牲的 136 名烈士遗骨安葬在园内。1954
年 8 月，陕西省榆林军分区靖边县人民武装部改为靖边县兵役局，撤销了
县、区两级武装部。1955 年，靖边县兵役局根据 《兵役法》的要求，开始
实行征兵，实现了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1958 年，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地方武装建设的指示，靖边县兵役局改为陕西省榆林军分区人民武
装部，同时在毛主席 “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下，靖边掀起了全民皆兵的热
潮，全县各基层建立了民兵组织。1963 年，在 “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学习
“南京路上好八连”运动中，部队和民兵 “大比武”群众练兵活动进入高
潮。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武装部奉命执行支左、支工、支
农、军管、军训任务，为稳定社会，促进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1969 年在
毛主席 “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靖边县武装部加强民兵 “三落实”，给民
兵配发了常规武器，并积极组织民兵进行野营拉练和 “三打” ( 打坦克、飞
机、空降) 、“三防” ( 防原子、化学、生物武器) 训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靖边人民武装部根据 《民兵工作条例》大抓民兵工作的组织、政治、
军事落实，在各人民公社设立了人民武装部。1984 年，新 《兵役法》颁布
后，实行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1986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 《关于县 ( 市) 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关问题
的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武装部改为靖边县人民武装
部，划归地方建制。1987 年后，靖边县人民武装部不断提出新形势下人武
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路子，大胆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有力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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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在农村脱贫致富中的步伐。1989 年北京地区发生政治风波期间，县人
民武装部先后在各乡镇组建了 27 个民兵应急小分队，维护了机关、学校、
企业和社会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县人民武装
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民兵的身体素质和军事素质，创建 “青年民兵之家”，
开辟 “以劳养武”生产、训练两用基地等，加强义务兵役制度的宣传，高
质量地完成历年来的新兵征集。20 世纪 90 年代，靖边县人民武装部以 “政
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 “五句
话”为指导，在全县民兵中开展 “四个教育” ( 革命人生观、爱国奉献、艰
苦奋斗、光荣传统教育) ，狠抓 “三个调整” ( 进一步调整好民兵连建制;
进一步调整好基干民兵编组范围; 进一步调整好民兵专业技术分队) ，突出
“三个组编” ( 组编好新企业中的民兵组织; 组编好基干民兵; 组编好应急
分队) ，提高 “一个比例” ( 参加民兵军事训练人员占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比
例) ，使民兵工作进一步向专业技术化和正规化方向发展。根据形势的需
要，1996 年 4 月，靖边县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回顾几千年来的军事斗争史，总结靖边的军事特
点，有利于给未来军事斗争提供借鉴。要以 “打得赢，不变质”为根本目
标，始终保持人民武装力量的本色，加强质量建军、依法治军、科技强军。
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为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安宁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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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春 秋

周敬王八年 ( 前 512)
晋人灭掉住在县境的白翟、赤翟族，并将翟人迁往山西。
周显王四十五年 ( 前 324)
秦惠文王派张仪赴上郡修筑长城 ( 在今延安、吴旗及榆林、靖边一带

白于山岭上仍有秦长城遗址) ，以防赵国侵犯。

两晋 南北朝

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夏赫连勃勃龙升元年 ( 407)
六月 刘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建立大夏国，建元龙升。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夏赫连勃勃凤翔元年 ( 413)
大夏大单于刘勃勃改姓赫连氏，任命叱干阿利为将，征发岭北胡夏 10

万人，修筑都城 ( 即今靖边县统万城) 。义熙十四年 ( 418 ) 竣工，取名统
万城。

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夏赫连昌承光元年 ( 425)
八月 赫连勃勃在统万城病死，其子昌嗣位。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夏赫连昌承光二年 ( 426)
十一月 北魏军攻夏，围统万城，大获全胜，俘杀数万人而还。
承光三年 ( 427)
六月 北魏攻取统万城，赫连昌逃奔上邽 ( 今甘肃天水) ，北魏将统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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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改设置为统万镇。公元 431 年，大夏国亡。
北魏太武帝神二年 ( 429)
北魏太武帝发兵打败柔然、敕勒诸部，将柔然、敕勒降人 3 万余人安置

于统万镇，并派左仆射安原率军屯驻代来城，以 “镇抚敕勒新民”。三年
( 430) 三月，统万镇敕勒 “新民”数千余家北走，北魏左仆射安原率军追
讨。

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 ( 472)
正月 统万镇民众造反，被镇压。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 ( 487)
统万镇改设夏州，下辖化政、阐熙、金明、代名 4 郡。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 ( 507)
九月 夏州长史曹明叛魏谋反，被杀。
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 ( 524)
六月至八月 夏州胡人造反，围攻夏州城，被北魏夏州刺史贺拔岳击

退。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 534)
十月 北魏分裂，东魏由权臣高欢控制，西魏由权臣宇文泰控制，夏州

属西魏。
西魏文帝大统二年 ( 536)
正月 东魏高欢率万骑攻取西魏夏州统万城，擒夏州刺史费也头斛拔俄

弥突，掳其部众 5 千户而归。三年 ( 537 ) 十月，宇文泰率军进攻高欢军，
东魏留守夏州都督张琼被部将许和所杀，夏州复归西魏。

西魏文帝大统七年 ( 541)
三月 西魏夏州刺史刘平 ( 稽胡人) 据统万城反叛自立，被西魏大都

督于谨率兵讨平。
北周孝闵帝元年 ( 557)
正月 西魏周公宇文觉杀西魏恭帝拓跋廓，西魏灭。夏州归属北周，北

周在夏州设总管府，委派总管大将军执掌夏州军政。

隋唐 五代

隋文帝开皇元年 ( 581)
撤弘化郡，复设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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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二年 ( 582)
十二月 突厥大军进犯隋朔方郡 ( 治所统万城) ，六畜尽被突厥掠抢。
隋文帝开皇五年 ( 585)
隋文帝征民 3 万人修筑夏州长城，以防突厥军。次年 ( 586 ) ，文帝又

征民 15 万修筑夏州统万城以东之长城，并在险要地筑数十城。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 ( 599)
将归降突厥启民可汗部众 5 万人安置夏州、胜州 ( 今内蒙准格尔旗及

府谷、神木北部) 一带。
隋炀帝大业三年 ( 607)
四月 隋炀帝改州为郡。六月，炀帝北巡到榆林郡 ( 今鄂尔多斯准格

尔旗) ，宴启民可汗及朔方等郡突厥诸部酋长。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 617)
二月 梁师都率众攻入统万城，据朔方郡等地反隋。三月，师都称帝，

建元永隆，定都统万城。并附于突厥，突厥封梁都师为大度毗伽可汗。
唐太宗贞观二年 ( 628)
唐将柴绍等率军围统万城，梁师都被部将洛仁所杀。洛仁献城降唐，唐

以其地置夏州 ( 治所统万城) ，并在统万城设夏州都督府，下辖绥州、银
州、盐州。

唐太宗贞观四年 ( 630)
唐朝把归附突厥铁勒部众约 4 万人安置在夏州一带，并在夏州等地设

“羁縻州府”，由归附突厥、吐谷军等胡人首领任 “羁縻州府”都督或刺史。
唐太宗贞观八年 ( 634)
唐大将尉迟恭任夏州都督。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 645)
十二月 薛延陀多弥可汗率军侵夏州，被唐军击败。次年 ( 646 ) 正

月，多弥可汗率军再侵夏州，又被唐军击败。
唐高宗调露元年 ( 679)
九月 夏州等地羁縻州府突厥人及杂胡人随突厥阿史那泥熟匐可汗叛唐

作乱，至永隆二年 ( 681 ) 七月，夏州死失马 18 万余匹、牛 1 万余头，唐
吏卒被作乱胡人杀死 800 余人。

武周长安二年 ( 702)
突厥攻扰盐州 ( 今定边县) 、夏州。
唐玄宗开元九年 ( 721)
四月 长州 ( 今靖边县西) 胡人康待宾率部反唐，相继攻占长州等地

·9·大 事 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