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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在宁

夏，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征的主要地区也在宁夏。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上，红军长征和西征，在现代战争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历史

事件；尤其是西征，更是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红军长征与

西征的过程中，在宁夏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时

下所说的“红色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

宁夏的红色文化，除了红军长征、西征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外，留下的文化遗产，应包括四大部分。

一是自然文化遗产，以六盘山为其代表。这是毛泽东用诗化

的形式颂扬和描写过的重要山脉。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使六

盘山走向全国，闻名世界。在六盘山身上体现着双重色彩，它既

是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峦，吸引过汉唐帝王和文人墨客登临，又是

数十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红军长征最后翻越的大山。

二是建筑文化遗产，以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清真大寺的原

址建筑、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为代表。单

家集，是一个回民聚居区。这里是 70多年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经过的地方，是非常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毛泽东当年离开单家

集后，国民党的飞机向这里投下了数枚炸弹，留在清真寺北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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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户和横木上的弹洞至今仍清晰可见，成了那个特殊历史的

见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同心清真大寺，体现的多元文

化意义，其自身就是一处建筑风格独特的文化遗存，又是 1936

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时的会址。由于同心清真大寺的古

老建筑样式及其久远的历史，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碑，是三军会师纪念地，六盘山

红军长征纪念亭、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豫旺堡西征红军总指

挥部旧址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红色旅游文化建筑景观。

三是各类红色文物遗存。红色文物遗存主要指红军长征、西

征时期在宁夏留下的各类实物遗存，诸如锦旗、匾额、宣传标

语、各类书籍、照片资料、生活用具等，主要分布在西吉、盐池和

同心县。

四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军长征、西征时留下的或与

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相关的遗物，包括口述史料、红军西征时

期的歌谣、西征红军的故事等。

红军西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是一座丰

碑。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齐集宁夏同心，红

军的不少高级将领齐集宁夏同心，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也在豫旺一带作战地访问过，还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

海德……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了特殊的历史故事。

以上这些文化遗存，再加上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

写，基本上记载和反映了红军长征和西征过程中在宁夏的详细

经历和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那段

历史。

红军长征、西征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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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但要了解和研究，而且更要保护和承传。

红色文化，是宁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虽然

离我们不远，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很有限。在大力弘扬传统文

化、倡导宁夏地域文化的今天，需要大家去系统地了解 70多年

前发生在宁夏大地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2009年 4月，我们提出编写一套反映红军长征、西征在宁

夏的红色之旅小丛书，这个想法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

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的认同和大力支持，认为以“农家书

屋”形式出现，很有价值和意义。同时，从出版社的角度、在编辑

的层面上，为撰稿人讲了丛书写作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编写这套丛书的本意，就是想以故事的形式，散文化的语

言，把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红军西征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

要历史人物（包括当时在宁夏的斯诺等人）写出来，尽量简明易

读；再配上精美的照片和线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这套小丛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进入农家书屋，更是显示了

它的普及性和可读性价值。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他的《秦腔》一书

的后记里写道：“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

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使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

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

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这种贫困除了经济上的，也有

精神上的原因。这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作为农家书屋的内容，

以农家书屋的形式配送到农村，自然就成为农民的精神食粮。对

此，各位撰稿人心里都明白。现在的各类书籍很多，但像这套小

而精、普及性强的地方历史文化小丛书不是很多。我们有意于避

开那些“厚重”的书，从研究的视角写出最精而简的文字，旨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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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乡村和基层读者的历史文化素养，以更宽泛的视野来了解宁

夏的红色历史文化。

丛书的撰写，参阅了前辈的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宁夏地

方文献史料和大量报刊的研究文章，因受编写体例所限，文中未

能一一注出，只在书后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出现。

农家书屋，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在形式上，它是“传承中华

文化、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型农民的最基础最有效的平台”，体

现的是“小平台大阵地，小图书大文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作为丛书策划者，我希望这套丛书不但能够弥补宁夏历史文

化研究———红色文化领域的不足，而且能为宁夏经济文化社会

发展、乡村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推进、文化建设与红色旅游文化的

提升，尤其是精神文化的提升发挥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其

独具的时代意义和实用价值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若此，我们就深感欣慰！

丛书付梓之际，我谨在此代表丛书撰写者 有强、魏淑霞、

仇王军，向宁夏人民出版社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何志明先生及

各位编辑表示由衷的敬意，也向宁夏社会科学院张进海院长的

关心和鼓励表示由衷的感谢！

薛正昌

2009年 10月 26日

谨识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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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一个让人感到非常浪漫和心动的名字。宁夏的同心县

城，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它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回汉人民，团结奋斗，同心同德，共同谱写革命史诗的

历史。

同心作为一个县城，是从 1937年开始的。明清时期，这里

被称为“半个城”，据说是由于清水河发大水，冲毁了同心城，

所以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之为“半个城”，同心是灵州驻军屯堡之

一，地方不大。《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同心城，在城西南四

百五十里。明置操守，今设守备。”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清政

府为了加强对回民的统治，1874年在此设立平远县，但县城设在

平远 （在今同心县东北的下马关）。民国初年沿袭清朝的设置，

但平远县与广东、贵州两省的县名重复，1914年更名为镇戎县，

县治仍在平远。1928年改名为豫旺县，县因豫旺堡而得名，相传

元太祖时曾命豫王筑城于此，所以称为豫王城，王旺音同，后传

★ 引 子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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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豫旺城，豫又是预的异体字，豫王城又写成预旺城。《嘉靖万

历固原州志》记载：“平虏所，旧称为豫王城，又云豫王土城。

周围五里三分，高阔各三丈二尺。弘治十四年，总制秦公 修

筑，题设守御千户所，隶固原卫。旧东关被水患，嘉靖中改筑西

北关。周三里二分，高阔各三丈。仓场全设，辖墩台二十四座。

南距州二百二十里。地无井泉，惟蓄潦水供饮。第山多产煤炭，

土人贩采陶瓶 以为利耳。”三边总制、尚书王琼写下了《过豫

望城》：

原州直北荒凉地，灵武台西豫望城。

路入葫芦细腰峡，苑开草莽苦泉营。

转输人困频增戍，寇掠胡轻散漫兵。

我独征师三万骑，扬威塞上虏尘清。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解放了下马关、豫旺等地，同年

10月，在同心城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管辖豫旺

与海原县部分地区。1937年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与国民党的斗

争中失利。1938年 4月，国民党政府把豫旺县治所迁移到同心

城，县因城而名，改名同心县。

清代光绪年间的《平远县志》这样介绍同心城的位置：“同

心城，旧名半角城，在县正西一百二十里。不知筑于何代，弘治

年间重修。计二里半，内外皆土。盖明以前，自宁夏至固原，军

塘皆设之惠安、韦州、下马关、豫旺一路，而同心城或为僻壤，

故其地不著”。但就在这“或为僻壤”的“不著”之地，有着一

座古老的清真大寺———同心清真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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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清真大寺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教装饰艺术相结

合的高台建筑群。它是明朝初年由藏传佛教寺院改建而成的。明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光绪三

十三年（1907年） 曾数次进行修缮和扩建，目前占地 5.3亩。大照

壁背面正对牌楼，大照壁高 6米，宽 9米，中央“松月长青”的砖

雕是清光绪三十三年重修时所作。新建牌楼和大照壁都在台下，

整个寺院的主体部分在 7米高的黄土台上。大门楼面向西，像城

门楼，有高大的砖砌方台，中部砌三孔半圆形拱门洞，装有门扇，

上面建有四角两层的木结构

门楼，兼做邦克楼。登上大

阶梯后向北通过设在南讲堂

中央的过厅就进入到清真寺

的庭院。

礼拜大殿坐西朝东。大

殿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是抱厦，单檐卷棚歇山顶，

面阔五间，进深一间。抱厦两侧用青砖砌山墙，刻有花草。抱厦

的后檐柱是大殿的前檐柱，柱间有花纹精美的隔扇。大殿内又可

分为前殿和后殿两大部分。前殿面阔依架梁五间，进深三间，实

际布置上面阔变成三间。在前后金柱位置上组成了纵向复梁结构，

用来支承明、次、梢和歇山顶的山面梁架。而次复梁结构外端以

山面金柱支承，内端却做成悬桃形，尽端以垂莲柱支承明间缝梁

架，而将前后金柱向左右移位，移在次间中央分柱上，用来支承

复梁结构，而次、梢、尽间的前后金柱就全省去了。这种减柱、

移柱法在辽金时期的建筑中采用的比较多，如建于金天会十五年

同心清真大寺葡萄砖雕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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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年） 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建于辽、重建于金天眷三

年（1140年） 的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都采用了这种建筑方法。

后殿面阔三间，进深也是三间，西面墙是礼拜墙。大殿前后殿都是

单檐歇山式，檐口等高，但不等宽，两坡之间加设连接屋顶以利排

泄雨水。就总体而观，大殿属不等宽纵深型，中间宽，前后狭窄，

墙面凹进凸出，屋顶翼角也随之曲折错落。

在大殿前的八字墙上，左侧墙壁刻有三幅图案，分别以青

竹、荷花分列左右，中间刻有一个圆环，圆环内刻有文房四宝等

物。右墙壁也有三幅图案，以梅花、牡丹分列左右，中间刻有一

圆环，圆环内刻有反映宗教和日常生活的部分器皿。左右墙壁上

的圆环都以牡丹花来装饰边缘。

坐落在大殿南侧券门顶上的邦克楼，高 22米，每面有四根

立柱，中间用四根通天柱支撑，四周用砖包成空心方体。楼内有木

梯直通顶部，楼顶为四角攒尖，每层层脊都用砖雕花纹来装饰。

这座古朴而建筑精美的清真寺，是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成立大会会址。1936年 5月，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为了粉

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苏维埃政权的

“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正在长征中的红二、四方面

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向甘

肃、宁夏进军，进行西征战役。红军西征，解放了宁夏东南部的大

片土地。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回汉群众翻身解放，打土

豪分田地，建立回民武装，建立乡区苏维埃政权。1936年 10月，

在同心清真大寺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宁省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选举马和福为政府主席。在历史上，是回族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初次

尝试，是“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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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

争中失败，1934年 10月 10日，中央红军和红军总司令部撤离江

西瑞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

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先后经过瑶、侗、布依、彝、土家、仫

佬、白、纳西、壮、水、羌、裕固、东乡、回等少数民族地区，

大量接触了少数民族，也遇到了许多民族关系问题，做了大量的

民族工作，提出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中央红军先

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和

大凉山彝族果基首领

小叶丹歃血为盟，红

军授予小叶丹“中国

夷民红军沽鸡支队”

的旗帜。小叶丹派向

导为红军带路，顺利

走出凉山彝族地区，

★ 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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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顺利过境创造了条件。

1934 年，红四方面军在经过川陕地区时留下了许多标语：

“红军是保护回、彝民族不当亡国奴的军队！”“彝、回民有保存

自己信教、风俗、语言的自由！”“彝、藏、回、番、苗有民族自

决权！”“实行民族自治，番、回族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

1935年 3月 30日，中央军委抵达云南的寻甸县柯渡，朱德总司

令会见了当地回民上层人士，向他们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

民族政策。红军在柯渡回辉村清真寺墙上留下“红军绝对拥护回

家工农群众利益”的标语。红四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为了指导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在 1935年 5月出版的《干部必读》

西北特刊第二期上专门刊登了《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须知》，文章

指出：回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一个有力的支柱，将他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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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组织起来、领导起来参加革命战争，是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

党员和苏维埃红军干部的主要任务之一。红军在行进过程中，不

断发布纲领和口号，宣传我党的主张，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

活习惯。

1935年 8月 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当

时属今甘肃静宁县）。兴隆镇一带是回民聚居区，长期以来，由

于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兵匪的掠夺和骚扰，当地回族群

众对红军的到来心存疑虑和恐惧。在进入兴隆镇之前，红二十五

军政委吴焕先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找到几个贫苦群众，和

地方上的乡绅、学校教员等人一起交谈，深入了解当地回民的宗

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作

出一些新规定。在动员大会上，吴焕先政委宣布了“三大禁令、

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禁止打回

民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

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不准

在回民前说“猪”骂“猪”。部队首长派手枪团的几名回族战士

到镇子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粘贴布告，宣传红军对待回民的

政策、宣传回汉兄弟亲密团结的重要性，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政

治主张。很多战士还拿起扫把，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通过一

番努力宣传，打消了回族群众的恐惧和顾虑，与红军战士逐渐亲

近起来。

红二十五军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回族老人和阿訇到军部做客。

红军按回族的习俗和礼节，购买了新的茶具，在每个茶碗里放上

冰糖，热情而真诚地接待他们。吴焕先政委亲切地对他们说：

“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也是回族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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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驻贵地，一不向你们派捐款，二不向你们催粮草，三不拉夫

抓丁。我军只是稍作停留，很快就走，请你们放心，红军绝不骚

扰老百姓。”吴焕先政委坦诚的一席话，让来访的回族老人和阿

訇消除了顾虑，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吴焕先接着又说：“为了表

示对回族人民的敬意，我们决定明天拜访清真寺，并赠送礼品。”

回族客人听了又惊又喜，老阿訇连连鞠躬道谢，一位回族老人捋

着胡子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

之师！”

第二天早晨，街道上原来关闭的店铺全部开业。红军的医务

人员走上街头，热情地为群众治病。院长钱信忠同志亲自为一位

腹胀的患者扎针治疗，让回族群众赞叹和感动不已。当地两位回

族妇女看到山顶上站岗的哨兵吃饭有些困难，就送去一篮子馒头

和一罐汤，红军战士也付给她们几个铜板，表示酬谢。

中午，街道上想起了军号声，接着又是锣鼓声和鞭炮声，红

军拜访回族清真寺的仪式开始了。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红

军领导人都穿着整齐的军装，走在队伍的前面，身后是两名身材

高大的红军战士，举着一块匾额，锦缎上面绣着“回汉兄弟亲如

一家”八个字，后面用十二个香案桌抬着六个大元宝和六只大肥

羊。由军号手和锣鼓手组成的乐队伴随队伍行进，乐队后面是全

副武装的步兵连。红军精神抖擞，步伐整齐，赢得街道上人们的

不断赞叹，不少商店门口响起了欢迎的鞭炮声。红军把礼物送到

清真寺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也来到了清真寺。吴焕先政委利用

这一有利时机，向回族群众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

策，同时表达了红军对回族人民的深情厚谊。随后，清真寺的阿

訇还带着几十名回族兄弟，抬着礼品，赶着肥羊，到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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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做了回访。

红二十五军尊重和爱护回族人民的实际行动，揭穿了国民党

的反动宣传，受到当地回汉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戴。“红军好”

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回族地区，马青年、李铁民等青年积极要求参

加红军。后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多次提到红二十五

军过回民地区留下了好影响，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红二

十五军给当地的回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续到来的红军

部队打开了工作局面。

第三天傍晚，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时，当地的回族群众在

街道两旁摆上桌子，桌子上放满油香、点心和果品，热情地欢送

红军。阿訇和回族老人依依不舍地为部队送行，祝福红军早日取

得革命的胜利。有的青年还对着红军高呼：“欢迎红军再来！”

红二十五军带着兴隆镇回汉人民的祝福，继续踏上了革命的

征程。

1935年秋，中央红军战胜了雪山草地，来到了西北的六盘山

地区。这一带是回族的聚居区。在进入回族地区时，部队的各级

领导都向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有关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在行军路

上，毛主席对身边的红军说：“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不

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直到

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

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的。我们到了这些地区，买羊肉、牛肉

可以，对于猪肉嘛，提都不要提。我们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和回族

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

去。”毛主席用他那朴实而又深刻的话语教育着红军战士，每个

人都牢牢记在心里。红军战士把用猪肉猪油做的东西全部送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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