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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古都凤凰城

银川的来历

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是宁蒙陕甘

毗邻地区中心城市，位于富饶的宁夏平原中部，

东跨鄂尔多斯西缘，西依贺兰山，黄河从市境穿

过，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民族特色鲜明、自然风

光秀丽的塞上古城，有“塞上湖城”“西夏古都”

“回族之乡”之称。

传说很久以前，贺兰山飞来了一只凤凰，看

到这里黄河横贯、麦浪翻滚，一片风光秀丽的江

南景象，一时竟不忍离去，化身为一座美丽的城

市———银川，银川也因此而得名“凤凰城”。

早在 3 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银川东部的水

洞沟一带居住和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境内为羌、

戎、匈奴等游牧民族所居。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银川地区隶属北地郡富平县，正式

纳入中央集权的管辖之中。

公元前 127~前 119 年，汉武帝三次派卫青、

霍去病击败匈奴，同时从内地移民屯垦戍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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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除富平县外，又新设置了灵武县、灵州县和

廉县三县及上河城、北典农城两座军事屯城，其

中北典农城在今银川东郊镇河堡附近（匈奴等民

族称为“饮汗城”），是银川建城之始，时间约为汉

成帝阳朔年间（前 24 年前后），一说为汉武帝元

鼎五年（前 112 年）。

“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大夏国（407~428

年）国王赫连勃勃占据宁夏北部地区，将风景秀

丽的饮汗城改建为丽子园。北魏时（386~534 年）

在丽子园建立“怀远县”，后周武帝建德三年（574

年）又迁居民到怀远，增置怀远郡及县，仍隶属于

灵州。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 年），黄河水冲毁怀远

县城，第二年在旧城西边（今银川老城区）筑怀远

新城。宋宝元元年（1038 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

大夏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建立了雄踞西北的

大夏国（西夏王朝），创造了辉煌的西夏文化，兴庆

府城市建设获得空前发展。1227年西夏被灭后，兴

庆府一度成为废墟。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建

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改行省为宁夏府路，是为宁夏地名使用之始。

明代先后设宁夏府、宁夏卫、宁夏镇，系明王朝的

“九边重镇”之一。清代沿袭明制，仍设置宁夏府，

1929 年国民政府置宁夏省，省会驻宁夏城。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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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正式将宁夏省城定为银川。

1949 年 9 月 29 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银

川仍为宁夏省会。1954 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银川

市为甘肃省银川专署所在地。1958 年 10月，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并任命汪峰为宁夏工委第一

书记，选举刘格平（回族）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

委员会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的林伯渠驻银川期间写下了庆祝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的诗篇：“中华遍布各民族，于今

团结史无先。划区自治兴宁夏，开府建基始银

川。”银川是全区政治文化中心。

1986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银川成为第二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银川地理概述

银川市市区地形分为山地和平原两大部分。

西部、南部较高，北部、东部较低，略呈西南—东

北方向倾斜。地貌类型多样，自西向东分为贺兰

山地、洪积扇前倾斜平原、洪积冲积平原、冲积湖

沼平原、河谷平原、河漫滩地等。海拔在 1010~

1150 米，地面坡度约为 2‰，土层较厚。银川西部

的贺兰山为石质中高山，呈北偏东走向。全长约

150 公里，宽 20~30 公里。最高峰海拔 3556 米，是

阻挡西北冷空气和风沙长驱直入银川的天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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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贺兰山距银川市境近 70 公里，面积 5.88 万公

顷，山高坡陡，气势雄伟。

银川地区土壤类型分为 9 大类、28 个亚类、

48 个土属及 500 多个土种或变种。贺兰山至西干

渠之间主要为山地灰钙土、草甸土和灰褐土；东

部冲积平原主要为长期引黄灌溉淤积和耕作交

替而形成的灌淤土；局部低洼地区有湖土和盐土

分布。灌淤土土质适中，理化性好，有机质含量

高，保水保肥适种性广。土壤类型的多样性非常

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济作物生长。银川地

表水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富含泥沙，有肥田沃地

之效。境内沟渠成网，湖泊湿地众多。黄河是银川

的主要河流，流经银川 80 多公里，南北贯穿。银

川平原引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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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引黄干渠有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西干渠

等，年引水量 10 亿立方米。配套排灌干支斗渠千

余条，长数千公里，形成灌有渠、排有沟的完整的

灌排水体系，保证了 13 多万公顷农田的灌溉。

银川位于中国东、西两大构造带的枢纽部

位。在大地构造上，属于中朝准地台鄂尔多斯西

缘凹陷带的贺兰山台陷和银川地堑，为贺兰山褶

皱带与鄂尔多斯地台间的山前凹陷区。是全国地

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中国首批确定的 38 个抗震

设防城市之一。银川地震设防烈度为 8度。

银川地堑北起石嘴山，南至青铜峡，长约 160

公里，最宽处为 55 公里。地堑东西两侧分别受黄

河断裂和贺兰山东麓断裂控制，地堑内还有两条



规模较大的断裂，即芦花台断裂和银川—平罗断

裂。这 4条断裂共同控制着银川地堑的形成和发

展。周边县市地堑内发生 3 级以上地震，对银川

市区就会有影响；地堑内发生 6 级以上地震对市

区将会造成破坏。银川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破坏

性地震：1143 年发生 6 级地震，1227 年发生 5.5

级地震，1477 年发生 6.5级地震，烈度均为 8 度。

特别是 1739 年发生的银川—平罗 8级大地震，银

川震区烈度为 10度，使银川古城尽毁。这是银川

平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地震。

银川地区山川兼备，地貌类型多样，受气候、

土壤等自然条件影响，形成了多种类动植物资

源。贺兰山区有银川市唯一的天然林资源。总面

积 2.67 万公顷，有天然次生林 1.23 万公顷，森林

覆盖率 22.8%。林中主要有云杉、油松、山杨等乔

木，还有山榆、山杏等灌木。此外，有野生药用植

物 40多种，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獐子、马鹿、蓝

马鸡、青羊、狐狸等 32种。

贺兰山东麓地区，其气候、土壤、地理条件接

008



近甚至优于法国优质葡萄产区———波尔多地区，

是世界优质葡萄栽培的最佳生态区之一。银川地

区矿产资源有煤炭、赤铁矿、熔剂石灰岩、熔剂白

云岩、熔剂硅石、磷块岩、水泥石灰岩、辉绿岩等。

贺兰石“石质莹润，用以制砚，呵气生水，易发墨而

护毫”，贺兰砚自古就有“一端二歙三贺兰”之盛

誉。灵武矿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特

别是煤炭储量以及其具有的高发热量、低灰、低

硫、低磷等品质，在全区乃至全国都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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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城水韵咏银川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享有

“塞上江南”美誉已逾千年的银川平原，得益于黄

河灌溉之利。绵延流长的水渠，广袤无垠的稻田，

波光潋滟的湖泊，星罗棋布的鱼池，景色迷人的

爱伊河，构成了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绮丽画卷。

近年来，银川市强化生态建设，提升“塞上江南”

的整体风貌，连通城市水系，把城市湖、河、渠、沟

建设成生态带、景观带、休闲带，描绘出一幅“湖

城百水流，夜航灯如昼。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的塞上湖城、西北水乡的美景。

宁夏地方文献上出现“银川”一词，约在明末

清初。一些官吏、文人在咏唱宁夏平原沟渠交织

如网、湖泊珠连其间的秀美景色时，用“银川”形

容其水光潋滟、水映晴光的水乡风光。如“俯凭驼

铃临河套，遥带银川挹贺兰”“连山似奔流，黄河

一带宽。城郭渺如舫，银川亦寥廓”“或是天吴聊

小试，暂移鳅穴到银川”。这些诗词中的银川，还

没有明确的地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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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年间，“银川”一词，逐渐有了指代地域

的地名含义。如《惠农渠碑记》上有“黄河发源于昆

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山而北……”的记载，

碑文上的银川，已泛指银川平原引黄灌区了。

清乾隆年间，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城（今银

川城区）创立“银川书院”，又有汪绎辰纂修《银川

小志》。“银川”一词的指代范围趋于具体、明确，

已初具地名意义，并逐渐成为宁夏府城的代称。

1944 年，宁夏省城（今银川兴庆区址）改为建制

市，正式定名为“银川”。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银川历史上由于黄河不断改道，湖泊湿地众

多，古有“七十二连湖”之说。据《甘肃通志稿》载：

“唐渠东岸曰解而湖，曰杨家湖，曰陈家湖，曰洛

洛湖；汉渠之西岸曰平列湖，曰老鹳湖，曰双塔

湖；清渠之东岸曰姚家湖，曰苇子湖，曰张喇湖；

汉渠之东岸曰明水湖，曰龙太湖；惠农渠之西岸

曰黑渠湖，曰塔桥湖。坎坎相连，名曰‘七十二连

湖’。”清代王三杰有一首诗《连湖渔歌》写得自然

流畅，淳朴可爱，颇有唐朝诗人王勃“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境界。诗曰：“澄波渺渺

平湖里，一曲渔歌隔烟水。浮鸥做伴自相亲，山翠

扑人真可喜。有时罢钓不系舟，便枕渔蓑清昼眠。

那知塞北江南地，总是芦花明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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