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兴亚，男，汉族，生于1947年，籍贯宁夏固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宁夏分会会员。曾主持搜

集整理编辑“全国民间文学三项集成”固原县资料

本工作，主编《六盘山花儿两千首》（宁夏人民出

版社）。曾任《固原县志》副总纂，该志获全国新

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编纂《原州年鉴2005》

（方志出版社），任副主编、总纂，该年鉴获全国

地方志系统第二届年鉴评奖二等奖。著作《西海固

史》（甘肃人民出版社），获宁夏第九次哲学社会

科学评奖著作三等奖。另著有《宁夏酒文化》（中

国文化出版社，与人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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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朱昌平

著名的西海固地区地处宁夏南部，系典型黄土高原地区，自成一

个地理单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独特，内涵丰富。

本人学历史出身，虽然遗憾未能专门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对历史

及其研究一直情有独钟，所以格外关注本人生活之地宁夏的历史及其

研究情况。西海固地区是宁夏的半壁江山，西海固地区的有名，似乎因

为她的贫穷落后。历史上的西海固地区情况究竟如何，是不是还有另

外一种面貌，是我常常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西海固地区历史资源虽

然得天独厚，但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西海固历史的研究不被重

视，研究工作欠系统、全面、深入，西海固的历史，不被人知晓，被尘封

在历史的深处。

多年以前，有幸读到了《西海固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我为西海固悠久、辉煌、丰富、多彩、厚重、独特的历史所震撼，为

她的文化多元和史不断代而深思。历史上，西海固地区是中原农耕文

化与草原文化冲撞、融合的典型地区，是中华民族形成融合的重要地

区，是连通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又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与枢

1· ·



纽。清代以前，基本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西海固地区的历

史，在西北地区，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历史上出

现重要的转折，往往可以先在西海固地区看到端倪。西海固历史，无

疑是西北历史的缩影，亦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西海固历史是

一部厚重激越的中国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为主旋律的交

响曲。

《西海固史》是西北地区首部地市级区域性通史，截至 2011年 10

月《庆阳通史》问世，《西海固史》在西北地区历史研究中一枝独秀，十

分难得。《西海固史》应是宁夏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收获。2004年，以

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马大正先生为首的北京、陕西、甘肃

的 5位专家学者曾对《西海固史》予以充分肯定，并一致推荐其参加

“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评选。

纵观西海固历史，历朝历代都很关注西海固地区。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对西海固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和不遗余力的支持，用心良苦。可以说，西海固治，天下大治；西海固

安，天下大安；西海固和谐，天下大和谐；西海固富裕，天下大富裕。西

海固，无疑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块试金石。

另外让我感慨的是，《西海固史》的作者徐兴亚先生作为学术体制

之外的一个民间学者，学历为高中，非科班出身，但他不畏艰难，刻苦

治学，十年砥砺，十年耕耘，独自一人完成一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硬是捧出一部洋洋 40余万言反映宁夏南部历史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并于 2002年自费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历经十年求证，其学术和

社会价值不减。在与徐先生三年多的交往中，感觉他治学态度认真严

谨，学养深厚，在史德、史见方面堪称一流。在史料学、考据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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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志学、文化学等方面均有不俗的造诣，而且他为人朴实谦虚，能

坐得住冷板凳。著名史学家杜维运中肯指出：“史学家的谦虚美德，是

史学方法的良剂。”我以为，搞历史的人自己真实了，不浮躁了，广大

的读者才有可能读到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

在《西海固史》出版十年之时，喜逢第 22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在宁

夏举行，《西海固史》修订正名为《西海固通史》，由宁夏人民教育出版

社再版，值得祝贺。《西海固通史》资料丰富，考证严密，以文物证史，图

文并茂，雅俗共赏，为历史著作走近普通民众作出可贵探索，值得阅读

和收藏。作者徐兴亚先生邀我写序，我亦愿为之鼓与呼，并郑重地把

《西海固通史》推荐给我们的读者。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活在过往数

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历史学有无用之用”，至用也。

是为序。

2012年 5月 20日于银川
（作者时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局长，

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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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宁夏南部史”命题的提出

在研究宁夏固原地区历史与撰写拙著《西海固史》的过程中，感到很有必

要提出一个“宁夏南部史”的概念和命题，以便更准确、鲜明地表达一个客观存

在，更加科学、合理地建构宁夏的历史学，使经过专家学者研究、梳理、反映的

宁夏历史，更加全面、系统、真实、丰富。故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指正批评。

一、自然地理的差异性，决定宁夏南部历史与宁夏北部历史的鲜明差异

长期影响一个地区历史的因素，主要为自然地理状况。宁夏从地理环境

看，鲜明地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大部分。北部，以黄河为纽带的宁夏平原，

靠黄河灌溉旱涝保收，并兼有戈壁沙漠地貌；南部，是以六盘山“湿岛”为中

心的黄土高原丘陵区，靠天吃饭，气候高寒，干旱少雨。具体来讲宁夏南部与

宁夏平原的卫宁河谷平原的交界处恰巧为 400毫米降水线的分界处，又为
森林草原到典型草原的过渡地带。

宁夏南部东南，大约以三关口为界，又为自然气候的一个分水岭，以南

的平凉地区气候相对湿润温和，无霜期长。因此，宁夏南部的自然地理有它

的独立性、典型性，自成一个单元。

从自然地理来看，宁夏平原较六盘山地区离陕西关中平原 700余里，这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以及近现代都是有重大区别和重要意义的。特别是在

宋朝以前，关中拥有十朝古都，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宁夏南部与

宁夏北部的影响更是有性质和程度的区别。宁夏南部是中原农耕文化辐射

的末梢。相对来说，宁夏南部离中原农耕区近，宁夏平原离草原游牧区近。

宁夏地区整个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撞、融合之地，但细究起来，

以秦长城宋萧关为界的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却有性质的不同。秦长城宋

萧关为不同封建时期中原王朝的最后防线，似乎为两种文化的实质性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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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交壤地带。相对而言，宁夏南部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演绎历史最典

型地区。

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由于自然地理的显著差别，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历

史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同时，由于中原统治者和游牧部落及贵族

对于宁夏南部历史地理，尤其军事地理的认识和利用，使这些差异更加鲜明、

强化。

因此，造成宁夏南部与北部的历史有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曾沿着不同

的历史轨迹推进。

二、宁夏南部历史与宁夏北部历史呈两个历史板块状

笔者认为，封建社会的区域历史呈封闭性，地方性、个性化强。宁夏南部

与宁夏北部这两个历史板块是无法替代、不能轻易兼容的，一般来说，是互

相无法注解的。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在历史的各个阶

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例如原始

社会新石器时代，宁夏南部先后为密集繁荣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而宁夏北部为少量的细石器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部是以六盘山为中

心的义渠戎、乌氏戎等方国，宁夏北部为朐衍戎。秦汉时期，以固原城以北的

秦长城为标志，成为文化地理分界；南北朝时期，今宁夏南部（原州）为北周

建立政权的重要基地；隋唐时期，宁夏南部为萧关道，又为丝绸之路经靖远

过黄河的重要一段。宋、金时期为与西夏交界地区。西夏政权建立后，宁夏南

部（除海原县部分地区外）仍属于宋朝统辖之下，镇戎军（治今固原市府所在

地）被宋廷视为“中华襟带”。元代，宁夏南部地位特殊，安西王府设在今固原

开城。明代，宁夏南部为内边，今同心至海原修筑新旧边墙（长城），固原又为

明代西北地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三边总督府所在地。清代，固原为固原

提督驻地。

由于不同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背景，发生在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的

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原因、因素、过程、结果、影响。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文

物考古发现，也鲜明地证实了这一巨大历史差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宁夏

南部与宁夏北部很少有以相同背景、原因、人物，围绕一个中心而发生的共

同性事件。民俗是历史和文化最长久、最深厚、最真实的积淀，从民俗考察也

证明着宁夏南部的历史个性，至今宁夏南部的衣、食、住、行及思想观念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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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宁夏北部。

因此，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这两个历史板块的关系，更重要地在于它们

之间的区别、差异与联系。

1958年 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南部由甘肃省改属宁夏，以上
两个不相同的历史板块组成一个行政区划，也成为历史学者面对的事实。

三、《宁夏通史》认识和解决两个历史板块之不足及缺陷

拓荒之作《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次全方位探索
了宁夏整个历史，经验是宝贵的，意义是巨大的，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不待

言。但是，笔者以为，在全面、系统、科学性方面尚存在不容忽略的一定问题；

在认识、反映宁夏历史上，线索、脉络尚不太清楚；《宁夏通史》作为一方全

史，对宁夏南部史反映甚为薄弱，有以偏概全，以旧宁夏（元代，今宁夏北部

始称“宁夏”，设行省。1929年，以原甘肃省宁夏道八县合宁夏护军使所辖西
套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二旗置宁夏省，1954年又并入甘肃省，内蒙古二旗
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代替新宁夏之嫌。例如该史呈现的宋、金、西夏时期的宁

夏历史，几乎是一部西夏史。其实，北宋时期，宁夏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北

宋极边，设有镇戎军、德顺军、怀德军等军政机构，且是北宋西北边防设置堡

寨最多的地方。北宋政权在宁夏南部刻意经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

等各个方面都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内容，北宋时期的宁夏南部在中国历史

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宁夏南部的历史在《宁夏通史》中，内容、

篇幅都相当薄弱，作为记述宁夏当时的历史全貌，显然是不完全的。以西夏

史代替该时期的宁夏整个历史，存在着残缺和遗憾，乃至某种程度的失误。

西夏国史应该是另外一个概念和命题。《宁夏通史》的内涵必须有严格的界

定。笔者注意到该著作把宁夏南部历史与宁夏北部历史进行整合，使其具有

系统性，客观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度，原因为差异性大，各自具有很大的封

闭性。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一，它忽视了宁夏历史存在着南北两个板块的

客观事实，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两个板块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兼容

性。其二，没有解决好旧宁夏与新宁夏的关系问题。其三，《宁夏通史》众手成

书，该书迁就于执笔者的固有知识、资料积累、学术专长，忽略了应该怎么

写，而放手于可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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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迪与结论

综上所述，宁夏南部在历史的进程中，除了与宁夏北部平原的天然联系

外，更重要的是它相对的独立性、个性、差异性。重点在二者之间的区别，而

不在联系。“宁夏南部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样一来，就相应地产生了一

个“宁夏北部史”的问题。因此，认识、研究宁夏历史有两个线头，搞清宁夏历

史首先必须理清这两个线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视角，分别从“宁夏南部

史”“宁夏北部史”的角度观照宁夏历史。然后分别理出各自的脉络，分别搞

清“宁夏南部史”与“宁夏北部史”，最后整合起来，才是比较完整、科学的宁

夏历史。同时，研究、分析并找出两个历史板块之间的联系、影响，进入到历

史的更深层面。笔者认为，在搞清宁夏历史的基本面貌后，宁夏历史的深入

研究，取决于对宁夏南部历史与宁夏北部历史的异同、关联、影响上做文章。

《西海固史》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存在与认识，可以说它就是一部宁夏南

部史。

遑论中国，就全球而言，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

系史，宁夏南部与宁夏北部的关系史，具有典型性、集中性，因而对于宁夏历

史学者来说，是一个学术资源优势。笔者认为，提出“宁夏南部史”的命题，确

立“宁夏南部史”这一客观存在，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宁夏南部的文化建

设、文化旅游开发，都是有意义的。

作 者

2001年 3月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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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西海固地区地处宁夏南部，《西海固通史》承载着宁夏南部从旧石器时

代至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重点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近 7000年的历史，记
录了宁夏南部社会与文明推进的轨迹。

本著作中，“宁夏南部”（亦称西海固地区）之地理概念内涵的划分以地貌

为原则。根据宁夏地貌区划淤，“宁夏南部”的概念内涵指今宁夏地貌区划的

宁南黄土丘陵区、六盘山山地区，即大体在东经 105毅10忆耀106毅57忆，北纬 35毅
14忆耀37毅32忆之间的自然地理空间。

一、宁夏南部境域与自然环境

宁夏南部的历史究竟在何样的舞台上出演，也就是说宁夏南部的自然

环境如何，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和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

的问题。尽管在解读人地关系上，人类已走出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认识更

加深化，视野更加开阔，眼光更加深邃。我们仍然不得不说，长期影响一个地

区历史的因素，主要为该地的自然地理状况。无疑黄土高原地貌和六盘山

脉是宁夏南部历史的宿命。自然地理状况决定或影响着宁夏南部的人文地

理，影响到本地人口与民族的分布和迁移，影响着他们创造书写宁夏南部的

历史。

地理位置与境域 西海固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为宁夏半壁

江山。远离海洋，深处大陆腹地。宁夏南部总面积 2326园余平方公里，约占宁

淤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测绘局编制：《宁夏国土资源地图集》，中
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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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 45豫。宁夏南部北与宁夏卫宁平原毗邻，东临甘肃省
庆阳地区环县、镇原县，东南接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西南界甘肃省庄浪

县、静宁县，西连甘肃省会宁县、靖远县。平面形态呈龟形。境内主要为汉族、

回族，为中国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回汉杂居。行政区划辖境主要包括固原市

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中卫市海原县、吴忠市同心县，以

及中卫市南部、吴忠市中宁县南端。即以又称“西海固地区”为内涵主体。

地貌地形 宁夏南部位于我国地质地貌南北向界限，即贺兰山—六盘

山—龙门山—哀牢山一线的北段，全国地势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转折过渡

的地带。境内地貌主要为黄土丘陵、河谷平原、六盘山山地，其中黄土丘陵区

约 19678平方公里，一般海拔 1700耀2100米。山地面积大约 3500平方公里。
同心县北部有宁中山地与山间平原、沙地、沙丘等。南北走向的六盘山脉，将

境内黄土丘陵区划分为陇东黄土高原与陇中黄土高原。地形以黄土丘陵为

主，水蚀强烈，流水侵蚀的沟壑地貌十分发育。沟壑纵横，地形破碎，梁、峁、

塬与川、沟交错分布。六盘山与月亮山、南华山、西华山、罗山等山地突兀于

黄土丘陵之上。

气候水文 气温降水，处于中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区、干旱区，为半干旱

区与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年平均温度 5益耀8益。中南部热量不足，降水稍多。
北部海原、同心一带，热量适中，降水不足，光能丰富。六盘山山地是宁夏低

温多雨地区，处于平均年降水量 400毫米线左右，从南至北，平均年降水量
逐渐减少，呈降幂排列，南端泾源县平均年降水量 651毫米，北端同心县平
均年降水量仅 277毫米。平均无霜期 127耀182天。年日照时数 2228耀2717
小时。同心县年日照时数为 3064小时，年太阳辐射总量 4932兆焦耳/米耀
5661兆焦耳/米，同心县年太阳辐射总量 6029兆焦耳/米。冬季漫长，寒冷而
少雪；春季迟缓，气温多变而少雨；夏季短促、温热，降雨集中；秋季降温快，

霜期来得早。固原市属 4 县 1 区，为宁夏水系最发育、河网密度最大的地
区。水系以六盘山、月亮山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清水河北流，泾河东流，葫

芦河南流，苦水河东北流。

植被土壤 固原市属 4县 1区以干草原为主，其次为荒漠草原及山地
草甸、草甸草原。同心县以荒漠草原为主，干草原次之。主要土类有黄绵土、

黑垆土、灰褐土、灰钙土及新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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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貌区划全图 录自《宁夏国土资源地图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宁夏自治

区测绘局编制，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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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夏南部历史沿革简述

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繁衍生息于斯地，甚早拉开宁夏南部历史的序

幕。新石器时代，本地进入第一个历史高潮期。原始社会晚期，宁夏南部的自

然环境特别适宜古人类生息繁衍，以农业经济为标志的齐家文化尤其兴盛，

其遗址遍布境内。在距今 4000耀3500年的时候，自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进
入一次小冰河期，农业经济需要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加之社会环境的互

动，齐家文化陡然失落。代之而起的是若干分散的、以畜牧为主要生存方式

的地域性青铜文化。这种文化封闭性较强，社会发展迟滞，拉开了宁夏南部

与中原文明步伐的距离。始此，直至明末数千年间，畜牧经济及其文化是本

地的历史内壳。

商周之际，鬼方西来，对本地文化产生新的影响，部落形成联盟，政治、

军事力量得到空前集结，殷商、西周王朝对本地的部落联盟发动了数次大规

模讨伐。西周早期，西周文化进入宁夏南部，“大原”始见于典籍。夏、商、周君

主政权统治者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称之为的“戎狄”，居住在宁夏南部的土著

部落，其见于商周之际称“西戎”“鬼方”，或称“昆夷”“熏粥”；西周称“猃狁”

“犬戎”；春秋时称“戎”。犬戎攻入关中镐京，将西周王朝送入坟墓，拉开了群

雄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本地历史的第二个辉煌期，以陇山为中心，西戎方国

林立，最强盛者为义渠戎国、乌氏戎国。以战国秦长城的修建为标志，中原汉

族文化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本地，宁夏南部被划入秦国版图，境内设置今宁夏

境内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乌氏县。在宁夏南部，以义渠戎国灭亡为标志，原

始社会以来的本地土著居民为主角的历史戏剧不再上演。

秦朝，宁夏南部为畜牧业基地和集散地。秦汉时期，蒙古高原的游牧民

族匈奴族进入本地，曾与中原王朝以战国秦长城为界，各守其土，生息繁衍。

本地土著民族或与匈奴融合，或与汉族融合，是本地民族融合的重要事件。

西汉，宁夏南部设立今宁夏境内第一个郡级行政建制安定郡，为汉王朝经营

河西乃至西域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并开启奠定封建时代宁夏南部行政建

制的格局。丝绸之路凿空，本地成为东段北道重要一段，郡治高平并为丝绸

之路的重镇和枢纽，为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重要城市，号称“高平第一

城”。 汉武帝六巡安定郡，为本地历史的重彩大书，留下甚多历史密码。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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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期，安定郡郡治仍设“高平第一城”。羌人入据郡县，本地成为中国民族

问题发生的滥觞之地，西北地区先后爆发导致东汉灭亡的三次羌族大起事，

本地为重要舞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境内先后有羌族、匈奴、鲜卑、柔然、氐族、卢水胡、月

氏、敕勒、汉族等民族繁衍生息。境内出现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融合。西晋

时期，出现了文化代表人物医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和政治人物前凉

政权的奠基者张轨，他们影响本地民众数千年人格和成才取向。五胡十六

国，各少数民族争雄于斯地，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北魏设立高平镇，为

军事要地。又是“河西牧地”，为北魏政权提供军马和畜牧产品。须弥山石窟

开凿，本地佛教文化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北魏时期，为本地中古时期民族融

合最为重要的时段。北魏始，中亚粟特等民族定居宁夏南部，唐代至盛。

隋唐时期，宁夏南部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国家层面的实质性利用，原州七

关为丝绸之路上的“第二国门”。设立总管府，为军事重镇。以原州为中心，建

立了隋唐王朝的官牧基地，正式开启确立本地在国家官牧中的首要地位。唐

代晚期，本地又是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争夺和划分疆域之地。隋唐时期，突厥、

吐蕃与汉族等民族在本地活动生息。还有白种人居留境内。

宋夏时期，西夏王朝与北宋王朝在本地划界而治，汉族、党项、吐蕃族在

境内生息繁衍。宁夏南部宋辖地区为北宋“极边”。境内爆发好水川战役、定

川寨战役及平夏城战役，决定了宋夏双方的基本战略走向和相关国策。宋夏

经济互补，在宁夏南部双方贸易十分频繁活跃。境内的宋夏寨堡影响和奠定

了直至近代的本地居民点的分布。金代，女真族进入境内，与汉族共同生产

与生活。本地罕见地从战争的环境和阴影中解脱出来，社会经济有长足发

展，对客观认识金朝应有所裨益和启迪。

最是蒙元呈异彩，成吉思汗驻跸六盘山，开成“仍视上都”，安西王“其府

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境内路、府、州、县行政建

制设遍。六盘山地区成为蒙古汗国、元王朝在西部的重要军事基地。蒙古汗

国时期，蒙古人进入本地，繁衍生息，随同定居本地的还有中亚、西亚的穆斯

林，他们为回族形成的渊源之一。

明代，是自宋朝封建体制成熟以来，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和农耕文化、

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王朝，对宁夏南部初次全面彻底统治。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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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达约 200年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转为由汉族为主体的统治，明朝历
时近 300年，影响深远。明代，固原成为西北地区军事指挥中心，设三边总制
府，节制九边的四镇。九边之一固原镇亦设固原。有明一代，固原文化独领风

骚。回族正式形成，成为宁夏南部的主要居民。

清代，又转为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有着漫长深刻的文化融合。宁夏南

部成为祖国腹地，彻底脱离了边疆地区的历史角色。为绿营兵源基地，“固原

兵”在清朝统一全国，收复、戍守西藏、新疆的历史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抗击外国侵略者中，在“庚子国变”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斗争中，作出卓越

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清代，本地人口空前增长，人口密度迅速加大，是

宁夏南部现有民族及人口分布定型时期。汉族、回族、满族共同经营着宁夏

南部大地与社会。

中华民国时期，宁夏南部人民多灾多难，“民生斯时，可谓太苦”。先后经

历“海原大地震”，民国 18年年馑、匪患、兵祸，苦不堪言。苦难孕育着光明，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南部，西吉将台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从而结
束伟大的长征，翻开中国革命史新的一页。此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

分治宁夏南部，开展抗日战争，继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天翻地覆慨而康”，历史翻开崭新、厚重的一页。

三、宁夏南部历史的启迪

“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历史沉淀凝结为文

化，存在社会和个体的血液中，或滋润指引着我们，或误导有害于我们，我们

不能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加以总结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基于笔者

对宁夏南部历史的研究，有如下认识：

第一，宁夏南部历史悠久、厚重、丰富、独特，是西北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亦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视窗。同时，宁夏南部应是中华民族远古

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宁夏南部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

第二，本地自然地理特殊，地处黄土高原典型地区，处于 400毫米降水
线分界处，是农业与牧业的分界线地带。地处蒙古高原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

最便捷的南北大通道上。西与河西走廊相通，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与枢纽

所在。故而，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接触、冲撞、交融的典型地

区，是中华民族形成融合的重要之地。宁夏南部历史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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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标本。

第三，宁夏南部自古就是一个有移民传统的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尤其

战争的影响，先后有众多族群和人口进入或迁出本地。社会变动或自然变化

常常引起人口大规模的增减、迁进移出。缘此，本地文化缺少传统与因袭，开

放性、包容性、吸纳性强，文化多元多彩。历史上，宁夏南部常处于边疆地区，

为重要的军事地区，常常关乎政权的安危。多为少数民族的居留生息地，尤

其近现代以来，经济文化常处于落后状态。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对宁夏南部

都十分关注和重视。考察历史，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不乏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宁夏南部在民族地区发展进步方面具有典型意义。“西海固”已然成为中国

的一个符号，是西部的一个缩影，民族宗教地区的一个典型，民生诉求的一

个象征。正如朱昌平先生所言：西海固治，天下大治；西海固安，天下大安；西

海固和谐，天下大和谐；西海固富裕，天下大富裕。西海固，无疑是中国构建

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块少有的试金石。

第四，宁夏南部是黄土高原的典型地区，亦应是研究黄土高原人地关系

史的难得标本。本地自然资源贫乏，多灾多害，生态脆弱。自然的承载供给能

力有限，尤其水资源问题紧迫。目前在水资源方面，仍未走出透支的历史状

况。向大自然过度索取，遭到自然的报复，已被宁夏南部的历史所反复证明。

继续实行移民政策，重视加大小城镇的建设，控制中心城市的规模，警惕与

严控大量消耗水资源及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上马，保护涵养生态，是宁夏南

部科学发展、长治久安的长久大计。

第五，由于区位和自然地理的状况，宁夏南部有先天性的局限与发展瓶

颈，人们的观念受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社会变化缓慢。从另一方面看，

“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自觉地在维系延续。我们应该容许社会形态的多

元化，有多种发展模式，与自然和谐相处，对环境减少负影响,这应该是宁夏
南部可以承担的历史使命。

第六，在撰写《西海固通史》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感到，进一步研究或端

正中央史（即全国史）与地方史的关系问题，甚有必要，应是历史研究的一个

突破点。目前，学术界应该解决好中央史与地方史的关系问题，加大对区域

史、地方史的研究，全国区域史、地方史的大体告竣后，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

央史才更全面、更科学、更深刻，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1·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