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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总 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蔡国英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史以来，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局面，积演了独特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资

源。丰富璀璨的宁夏历史文化遗存，既蕴含了物换星移、兵戎玉帛的

沧桑往事，也呈现出厚重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分

重视历史典籍的编纂出版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依托宁夏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辛勤耕耘，忘我奉献，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反映宁夏历史文

化的研究成果，为宁夏历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展现了新的窗口，对人

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继续深入挖掘宁

夏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大批适合时代要求、人民群众需要的研究成果，

不仅是宁夏广大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也是建设和谐富

裕新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宁夏地方史话

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的产物。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旨在以宁夏多元文化为主线，分门别类，按

照地域和行业来分类，以重大历史题材事件来陈述，打造一整套宁夏



地方历史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展现宁夏历史的不同侧面，而且系

统介绍宁夏历史发展进程，是彰显宁夏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宁夏历史

文化品牌，促进宁夏历史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新中国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展几十年来，各地地方志、年鉴、地情资

料丛书的大量出版，积累了丰富鲜活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培养了一

批文字功底强、业务能力精的史志专家队伍。各级领导对地方史志工

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打造品质一流、特色

浓厚的《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宁夏地方史话

丛书》，人们可以感受宁夏历史文化的苍凉厚重，领略宁夏历史文化的

奇特魅力，宁夏幸甚，人民幸甚！

是为序！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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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云慧眼识破大化石

宁东镇亿年恐龙惊现身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向东越过黄河，就来到了灵武市宁东镇磁窑

堡煤矿。在它的周边有一个名叫水洞沟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址，表明这里曾是

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煤矿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是矿工的家属区，

居住着200多户人家。在它的东侧，有一处高约10米、植被稀少的山梁，爬上山

梁远望，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滚滚黄沙。这里就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2004年4月的一天，家属区里的回族青年矿工马云和女友一起扛着铁锹到

这里挖刺猬，因为他们的朋友生病，需要用它入药。爬上一堆乱石后，马云不经

意间发现了一块露出地表半截的“石头”。它形状奇特，表面呈红褐色，体积硕

大，摸上去十分光滑，看上去很像牛的腿骨。从小喜欢绘画的马云断定这绝不是

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动物化石。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决定把这块“石头”挖

出来，但是这块“石头”太大，马云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挖出来。当他气喘吁吁地再

次仔细端详这块“石头”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迸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兴奋地

对着女友手舞足蹈地大喊道：“这可能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恐龙。”女友坚决不

信，因为在她印象中，这块巨石露在外面至少有两年了，村里的人你来我往都看

见过，从来没人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面对女友的质疑，倔强的马云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分别给灵武市文管所

和银川市文物局打了电话，讲述了他的发现。很快，考古人员来到了马云发现

“石头”的现场。考古人员惊讶地看到，在一片南北长50米、东西宽5米的缓坡

上，有一块40厘米宽、约2米长的动物股骨化石裸露在坚硬的土层中。经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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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和试掘，工作人员判断这是一只远古动物的化石，但动物的种属难以确定。宁夏

回族自治区文物局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宁夏，双方联

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国际著名恐龙专家徐星博士也亲临现场指导。发掘的结

果证明，马云发现的正是生存在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

经过两年多的联合发掘，在3个发掘点中，共出土包括头骨、牙齿、肩胛骨在

内的8具恐龙个体化石。一号坑中叠压着3具恐龙化石，其中一具的骨骼关联程

度较好，占到完整恐龙骨骼的61%。从尾骨化石的残存长度及其他特征判断，其

中的两只恐龙的身长约为24米，另一只恐龙身长则达到30多米。二号坑中出土

了长达1.8米的恐龙户胛骨和8个关联性极好的总长1.1米的恐龙背椎骨。后者

是目前亚洲挖掘出的最大的一块恐龙脊椎化石，有“世界级恐龙的脊梁”之称。

二号坑中还发现了一块长28厘米，宽32厘米，呈棕黑色的恐龙头骨化石。这可

不是一块普通种属的恐龙头骨化石，而是国内罕见的蜥脚类恐龙头骨化石！因

为蜥脚类恐龙头部很小，颈部细长，在复杂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它们的化石极容

易与身体化石分离，不见踪影。三号坑中还挖掘出了保存完整的恐龙牙床化

石。中科院专家称，22颗棒状牙齿清晰可见，并呈倒U形排列，这是中国首次发

现长着棒状牙齿的蜥脚类恐龙化石。

灵武恐龙化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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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出土的恐龙化石相比，

在灵武市宁东镇磁窑堡发现的恐龙化

石具有以下三大特殊之处。

一是填补亚洲恐龙化石研究空

白。目前大型蜥脚类恐龙，只分布在印

度、非洲和南美洲。在宁东发现的这类

恐龙化石，不仅填补了宁夏化石发现史

上的空白，而且为亚洲恐龙化石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素材。

二是恐龙背脊之高举世罕见。宁

东发现的恐龙背椎化石有着非常高的

脊骨，且背部中央附着有高耸的扇状背

脊。与此前发现的所有该类恐龙化石

相比较，它的背脊要高出许多。这为研

究恐龙机体的功能特性和当时的地表

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是分布状况透露地质奥秘。从宁东恐龙化石发掘地的沉积岩结构来

看，可以推断这些恐龙是在死后被水流冲至一片面积广阔的淡水湖里，并在漫

长的岁月里渐渐沉积到湖底形成化石的。时至今日，化石仍分布在一个较为

平缓的层面上，基本没有叠压的情况，表明该区域在埋藏了恐龙化石之后不曾

发生重大的地质变化，这对于研究上亿年前此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2006年8月26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现场直播了宁夏宁东恐龙化石遗址

的发掘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和巨大反响。人们在对这批恐龙化石

的巨大价值而惊叹的同时，也对发现者马云的智慧和执着感到十分的钦佩。

（董宏征撰稿）

恐龙化石挖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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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小店住进法国神父

水洞沟掘出旧石器遗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的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进入系统发掘和研究

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自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对水洞沟

进行科学考察和发掘后便名扬中外。当年，这两位法国古生物家在水洞沟住

在一家小客栈——张三小店，小店也因此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被载入史册。

张三，本名张梓，汉族，灵武水洞沟村人，生于1894年，病逝于1965年。兄弟四

人中，因他排行老三，人们便叫他张三，他开的小店也被称为张三小店。明朝

中叶，官府在修筑长城时，沿长城内侧修筑了一条宁盐大道（银川至定边）。当

年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客商很多，常在水洞沟客店住宿或“打夹”（吃饭，喂牲口，

做短暂的休息）。张三小店的前身是张三父亲张天义开的车马大店，大店北距

水洞沟遗址约500米，是宁夏去往内蒙古、陕北的必经之路。那时车马大店颇

具规模，有上房7间，东西配房各5间。客商旅人过了黄河到了横城渡口，大都

天色已晚，便入住该店。张天义经营该店时，生意兴隆，一家人生活也颇殷

实。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期，仁存渡口及银川至灵武公路建成，来往的客商

大多从仁存渡口渡过黄河，过往横城的客商大幅减少，宁盐大道及水洞沟地区

随之衰落，在此居住的人家只剩下四五户。此时张天义年事已高，将车马大店

交由张三弟兄们轮流经营，但生意萧条，车马大店变为小店，最后由张三一人

经营，遂被称之为张三小店。

1920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从宁夏银川去陕西。他沿着宁盐大道东渡黄河

到达今灵武市水洞沟村，夜宿张三小店。当晚他在店外空地乘凉时，无意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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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清水河对岸的断崖上有磷火闪现，这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二天

他前往踏勘，看见断崖的半壁上露出了一些奇异的石块和动物碎骨。肯特向张

三借了一个木梯，爬上断崖，收集到了一块披毛犀头骨化石和一些石器。这令肯

特惊喜不已。事后，肯特将这一发现告知了时任中国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的法

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神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和桑志华对肯特的这一发现尤为关注，决定抢先发掘。1923年5月

13日，德日进和桑志华从巴黎启程前往天津，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行。两人经

天津、北京到达包头，并以包头为考察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达

水洞沟，于6月11日晚住进张三小店。20世纪20年代交通不便，德日进他们是

坐着“架窝子”（左右两匹骡子中间架着支有帐篷的睡床）来的。张三当时年近三

十，他给德日进当向导，骑毛驴到银川采购粮、油、盐等生活用品，照顾德日进的

生活起居。那段时间是张三小店生意最好的时候。德日进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

学家。曾师从德日进的贾兰坡先生在1982年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古生物学大

师——德日进》中写道：“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5公里以内荒

无人烟。但是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是为了东来西往的旅客设

立的。小店至多能住四五个人，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

当年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在那里发掘的时候，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外国来客，面

水洞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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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惹起很大注意。直到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

已亡故，但是人们一提起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

每天只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很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

啡牛奶了。”

德日进和桑志华住进了张三小店，开始对水洞沟进行系统地发掘和考察。

德日进按照制订的考古计划，雇民工在清水河北崖处发掘了编号F1至F5的5处

遗址。德日进时而照相，时而挖掘，而且不准外人进入挖掘场所，发掘工作显得

十分神秘。一天，德日进在清水河北岸崖壁下踏勘时，发现崖壁上有灰烬的痕

迹。他跑回来给了张三5块银元，打着手势要张三为他找个大梯子，然后和桑志

华攀着梯子上了北岸崖壁，在那里挖掘出一些动物头骨化石。他们激动万分，拿

出带来的葡萄酒请张三一起喝。

德日进和桑志华在水洞沟的发掘考察大约进行了四五十天，仅在F1遗址就

出土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化石，其中刮削器、尖状器等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并发

现了古人类用火的痕迹。考察期间，德日进把张三小店标在了他绘制的地图

上。后来他们的考察报告在国外发表，张三小店也随之在国际古生物界出了

名。考察结束后，他们将发掘到的石器、化石等装入木箱，转运到国外。临行前，

德日进送给张三一些布匹和几瓶葡萄酒，说他们还会再来。

德日进和桑志华回国后，将他们带回的石器、化石标本和考察报告一并交给

当时的考古权威、石器专家布勒和布日耶教授。他们一起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

对水洞沟出土的石器进行了潜心研究，最后共同形成了长达几十页的水洞沟考

察报告。1928年，布勒、布日耶、德日进、桑志华等学者在题为《中国的旧石器》

一书中公布了他们在鄂尔多斯，其中主要是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等地调查发掘

的全部材料。他们将水洞沟的石器和法国旧石器文化中晚期的莫斯特、奥瑞纳、

索鲁特文化的石器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

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

相提并论”。其他用石片制成的刮削器、雕刻器、钻头等，则“令人吃惊地同相当

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相近”，“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索鲁特文化期类

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总的印象是，水洞沟文化“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文

化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体”。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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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桑志华他们在这份报告中得出结论，水洞沟发现的石器应属于晚莫斯特文化

期（在距今约10万年至4万年），或欧洲奥瑞纳文化早期（距今约四五万年），由此

震惊了世界考古界。

1960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2次发掘。后来，由

于中苏两国关系破裂等原因，这次发掘半途而止，但还是发现了2000多件石

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贾兰坡、盖培、李炎贤等对当时发

掘的资料和出土的石器进行了研究，于1964年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

第1期发表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材料》一文。他们认为，水洞沟旧石

器文化遗址中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

器相比，两者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无二致”。水洞沟的半圆形刮削

器，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期）的新月形刮削器相比，尽管原料不

同，加工方法和器形却非常相似。对水洞沟遗址中数量较多的圆头刮削器，他们

也认为与欧洲的“平刮削器”和“船底形刮削器”接近。通过对石器的观察和研

究，他们也得出了与德日进、桑志华等相似的结论。不过在遗址的断代问题上，

他们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看法，认为把水洞沟遗址的“文化时代固定为旧石器时代

中期，显然还会遇到某些困难，看来把它放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可靠性更大一些，

因为后期的性质更为明显”。此外，他们还试图将水洞沟文化和山西丁村文化联

系起来，以解释水洞沟石器技术的来源。他们指出，水洞沟文化在性质上似乎与

丁村比较接近，可能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它们之间存在较大

的缺环，一时还难下结论。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率领的考

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3次发掘。当时，宁夏博物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一

同参加了发掘 。这次，在水洞沟遗址的河湖相粉砂下的底砾地层中，发现了磨

光的石器和石磨盘，从而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而是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遗存，只有河湖相粉

砂下的底砾层下部才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代表着水洞沟文化的面貌。裴

文中、李有恒在1984年发表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8卷第2期上的《萨拉乌

苏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中，纠正了德日进等把水洞沟遗址看成是单一旧石器时

代遗址的看法。

00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