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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听了薛院长和几位老师的发言，以及周庆华常委的讲话，很

受鼓舞，感受到宁夏师范学院这些年来在推动固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

做的努力，也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现

在，学院正在着手筹建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谢书记和薛院长对此项

工作十分重视，今天又亲自主持召开这次座谈会，专题研究这个问题。

这几年，我有了一些时间，除了了解宁夏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外，对

周边地区如内蒙古、陕北、山西的地域文化研究活动有了一些接触，受

到一些启发，因此联想到固原历史文化这个丰富资源如何发掘、收集、

整理、研究和应用的问题。宁夏师范学院作为固原唯一一所高等院校，

一定会在这项工作上发挥重要作用。

借此机会，我谈一点想法和建议。

第一，如何看待固原的历史文化，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

视角。

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研究中国的西部时，就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

讲，固原具有我国西部的典型意义。中国的西部是个什么状况呢？一方

面是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生态恶化，这是多年来对西部形成的印象。

一说起西海固，就是“贫瘠甲天下”。可另一方面，生活在西部的人又

离不开西部，始终眷恋着西部，为什么？因为西部的历史、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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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深厚，传统久远，这是拴住人们情感最根本的东西。西部现实的经

济发展滞后，收入较低，生活贫困，可是西部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为

丰富，传统积淀深厚。如果往前推，唐宋以前的西部是中华文明的中

心。宋以后，生态开始恶化，经济社会矛盾加剧，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南

下，西部的发展走了下坡路。一直到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央决定

西部大开发。等待了千年之久的战略开始实施。我们如何看待西部？如

果只看到西部的贫困、落后、生态恶化这些外在的东西，是很片面的。

不仅要看外在的西部，还要看到它的内涵，即深深积淀的文化资源极为

丰富。只有把外在的和内在的东西整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

西部。而内在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大大影响其发展的。过去我们看

待西部的片面性在于只看到了外在的表象，而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它内

在的宝藏。今天，到了我们该完整还原西部的时候。文化绝不是孤立

的，而是社会发展整体的一部分。

固原正具有这种典型性，它具有经济、文化的二元性特征。经济的

发展是基础，是实力；文化的发展是形象，是信心。凡是产生情感的，

都是这个地方的文化。这次看到“打造文化固原、文明固原、书香固

原”的标语，觉得抓住了固原资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会促使人们

重新认识固原，认识完整的固原，在地区开发中就有了两手抓的意识，

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发展文化。发掘文化资源，真正把文化作为一种软

实力开发出来，它将会使固原人们更热爱固原，更有感情，更有自信

心、自豪感；也会让外面的人更了解固原，“刮目相看”。这就是一种发

展的动力，一种宝贵的无形资源。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一个视角。

第二，过去对固原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现在需

要的是深入系统的研究，提炼特色，树起品牌。

我对固原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多，很难讲出系统的意见。不过我觉

得，研究固原历史文化，不要局限在固原看固原，而要放在整个西部和

全国的背景下看固原，发掘出最具特色的内容，认识其地位和作用。从

这个角度上讲，我对固原历史文化的特色内容概括为“一路两山，绿色

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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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指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穿过固原这一段二百来公

里是很关键的一段。当丝绸之路主道中断后，北路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通

道，不仅具有交通意义，重要的还在于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内

涵，包括石窟建筑和石窟艺术，东西方文化交流及民族关系等，这些内

容都构成固原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20世纪90年代，我曾应日本岛根大

学和山阴电视台邀请，赴日参加中日文化交流的研讨会，我所作的主旨

演讲中，重点介绍了固原李贤墓出土的一只从中亚传来的玻璃碗。玻璃

是公元4到8世纪中亚的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又传到朝鲜半

岛，又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岛，如今是日本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

品。日本学者称丝绸之路为“玻璃输入之路”。考古学家在朝鲜、日本

发现了一些4世纪到5世纪的玻璃碎片，而固原保留有如此完整的古代玻

璃碗，很令他们惊奇。我就以这只玻璃碗为例证，阐述了丝绸之路对东

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固原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两山”指须弥山和六盘山。须弥山的宗教文化、石窟艺术具有重

要地位。新的须弥山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不仅充分表达了佛教文化在中

国北方传播过程中与中原文化交融而生根，而且把须弥山石窟文化和建

筑艺术放在全国和世界石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大背景下来展示，树立起

固原历史文化的一个象征，很有意义。

六盘山除了红色文化最具代表性外，它的历史内涵也极为丰富，值

得深入挖掘和宣传。我在为一幅关于六盘山的艺术作品题词中说，六盘

山“古名陇山，俗称鹿盘……秦皇出巡，西逾陇山。武帝登临，固邦安

边。大汗驻跸，一统再现。连通丝路，西接边关。长征捷报，越山而

传。千古绝唱，伟人遗篇。如今六盘，壮哉伟岸。天高云淡，风流无

限。”六盘山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不少，因为它的位置太重要了，

对固原影响至深，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内涵。

“绿色固原”，我想解读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固原生态演变

给我们提供的历史启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我曾带领课题组做过

一个国家课题，即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重建。通过资料和实地调查，我

们看到，历史上的固原和西部许多地区一样，贫困和落后是从生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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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生态恶化的原因有自然的，有人为的。在自然条件较稳定的情

况下，人为的因素就具有决定性，如民族关系恶化、战争破坏、不适当

的生产方式、滥垦等，人类的“开发”反而起了破坏作用。如今恢复生

态我们应从哪里开始？过去生态被破坏，人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恢复

生态，首要的是纠正人的错误，这是出发点。纠正人的错误行为，关键

是要转变人的观念。过去我们以为“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是革命

的、正确的；现在我们要吸取教训，树立科学观念，要从“人”做起，

顺从自然、善待自然。这个地方不适宜种粮，我们就老老实退下来还

牧、还林、还草。这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行为，是人类唯一正确

的选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过一段经典的话，大意是当人们为

掠夺自然的胜利而陶醉的时候，没有想到自然很快就报复了人类，把干

旱、贫困洒向人间。一旦人们觉悟了，对自然环境采取敬重和保护的态

度，并且落实到各项可行的措施、完善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上，生态的

重建和恢复并非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固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我们

课题组通过连续三年的定点跟踪调查深刻认识到，固原生态重建和恢复

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协调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后，才有可能真正

恢复生态面貌，才有了今天的绿色固原。我们这个课题2003年完成的最

终成果题目就叫《绿色之路》。经济固原、文化固原没有绿色固原做支

撑是不行的，是难以持久的。

我认为固原历史文化的特点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

一是体现了多民族密切交流的民族关系的实质。固原处在农耕文化

和游牧文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一步跨过去是游牧，一

步跨过来又是农耕。固原就在这个交融的中心，民族关系同时存在两种

形态，既是军事争夺要地，又是往来贸易之地。民族关系紧张的时候打

仗、争夺，民族和睦的时候赶集交换，互通有无。这两种形态在固原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集镇贸易的发达是民族间在经济关系上的一种反映，

说明了民族关系的实质。只要在经济上满足了民族间的相互需要、互通

有无，相互得以依赖，战争的烟火就消失了，就迎来了友好相处的局

面。打也好，和也好，只是个形式，而根本的在于经济上的联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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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中，经济的关系是最最基本的。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在固原

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二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固原，既看到包括佛教文化在内

的来自西方和中亚及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更看到中原文化向北、向西

推进的历史轨迹，对于中华多元文化一体格局的形成影响深远。

三是体现了人类通过总结经验逐渐认识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性，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是体现了固原人在历史进程中凝练的一种精神、一种品格，我们

现在称之为“六盘山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这种精神不是一朝一

夕形成的，它是以历史传统的孕育为基础的。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鲜

明的感觉，固原的老百姓淳朴忠厚，善于聚合，古道热肠，执着追求，

艰苦开拓。西海固的作家群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创作的思想

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

五是体现了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如花儿，还

有饮食、习惯、礼仪、语言等。在宁夏来讲，最具有特点的民俗文化可

能多在固原。

六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偏远民族地区革命活动取得老百姓支持的

基本经验，这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真心实意为少数民族谋利益。1935年

红军长征过六盘山，首先强调尊重民族习惯；1936年建立豫海县自治政

府，是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建立的第一个回族革命政权，是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最早的实践。西征及建立根据地，都强调首先要尊重少数民族。

宁夏解放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团结回胞守则》，规定了部队在

向宁夏等地进军中的守则，包括到回族地区要保护清真寺，不能在回族

家里吸烟、喝酒，在回族水井打水必须把手洗干净等等。宁夏固原和六

盘山地区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于我党积累民族工作经

验、制订民族政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固原历史文化的研究贵在建设。

固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刚才周庆华常委讲

中央领导来固原视察，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区、市领导以及学术界一直

5



很关心。现在宁夏师范学院把它作为高校为地方服务的一个重要事情列

入议事日程，决定建立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以往的基础上加以提

升和扩展。周庆华常委今天亲自来和学校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而且代表

市委、市政府表态支持，这就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作为高校，我们可以

做很多工作。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1. 要组建一个中心平台。宁夏师范学院正在筹建固原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非常必要。要给这个中心以准确的定

位。宁夏师范学院是固原唯一的最高学府，这个中心不仅是学校组织对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科研机构，也应该成为地方研究历史文化的中

心，能够统筹文化局、博物馆、旅游局、方志办等各个单位的相关研

究，更好地为地方文化事业服务。我多年来感受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

研究往往和实际应用相脱节，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循环。一个是高校和

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设计课题，写成文章，出版发表，得了奖，评了职

称，从事了一番经院式的活动，于是完成了这个循环，圈画完了；另一

个是党委政府领导出题目，秘书班子写材料、搞论证，领导一看说行

了，就开会布置下去，于是也完成了这个循环，圈也画完了。这是两个

应该结合但又不相连接的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找到一种途

径，把资源整合起来，都能够为党委政府当前的大局服务，把两个循环

变成一个大循环，或者是在两个循环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使之沟通起

来，资源共享，成果共享。要达到这一点，关键是信息要沟通，机制要

结合。宁夏师范学院建立这个研究中心，完全有条件做出示范，解决好

两个循环结合的问题。按照这个设想，这个研究中心应该是一个新的模

式，要有一种强烈的服务意识，紧密地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地

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做到这个结合，我们才能在固原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有发言权，才能得到重视和支持。这种作用又是双向

的。我建议，地方领导一定要重视宁夏师范学院，多少年来，宁夏师范

学院为固原地方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很多人才，今后不仅仍然要依靠他

们不断地输送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同时也要支持他们出更多的科研成

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6



2. 资料建设是基础。这个研究中心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全

面系统地收集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音像图片资料，进行分

类登录，建立起索引系统和信息网络。即使资料不在我们手中，也应该

知道在哪个地方保存，可以查询。这项工作坚持三五年就会有效果，这

个资料库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永久性的，就是一个基础。要有专人去做

这项工作。

3. 队伍建设是关键。这个队伍要专兼职结合。可以聘请一些地方上

退下来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们熟悉情况，又热爱家乡的文化事业；还

要聘请一些实际工作部门有研究能力的同志参与，如文化、文物、方

志、地名、旅游等部门的同志；主力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以

项目为结合的平台。还要制订一套制度，做到有组织、有活动、有任

务。适当聘请外地的相关专家，请他们参与一些活动，帮助我们开阔眼

界，增加信息。

4. 要有一个规划。一是要有一个系统完整的规划，根据我们的力

量，列出项目，项目是基础，体现方向和重点。要关注宏观的问题，如

固原历史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点，地位和作用，建设和发展等等；微观

的问题也要有计划地搞清楚，如今天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件、路线、人

名、地名等。搞研究的人各有特长，有的人善于文献的考据，有的宏观

思路把握得比较好，各展其长。其次是活动，学术交流、宣传、会展、

演出等活动，都可以结合起来，形式可以多样。一个是项目，一个是活

动，把我们的舞台扩展到社会上，而不是局限于写几篇文章，不局限在

校园，作用会更大。很多地方地域文化的研究和地方的文化活动结合起

来，三年见效果，五年上台阶，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相信，以后市

委市政府开一个文化方面的会议，或举行文化方面的活动，一定会把宁

夏师范学院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专家请来，我们参与了服务，也就

有了地位。

5. 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固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纳入到地方文化

事业建设中去了，已经纳入到固原整体形象设计中去了，这不仅仅是学

校的研究和教学、学科和项目问题。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才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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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做强。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起来，越重视越给予支

持，布置任务，提出要求，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只要我们做起

来，就会有机会，地方就会尽量创造条件，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转化为

一种软实力，就可能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另一种推动作用。我的想法就

是，固原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定要让宁夏师范学院抓住，让高

校充分发挥作用，宁夏师范学院也有这个条件，有这个优势，有这个积

极性，只要找好结合的模式、结合的途径，这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今天讲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与大家交流讨论，也供领导参考。不妥的

地方请指正。

（本文是陈育宁先生2011年6月21日在宁夏师范学院固原历史文化研

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代为序文）

作者简介

陈育宁（1945~ ），男，山西清徐人，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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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薛正昌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之一《固原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要交付

刊印了，主编方建春教授要我写几句话，我没有太多的推辞就应承了。

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事和搭档，一起尽心做过《固原师专学报》。他的

盛情，我深知是对我的抬举。

建春教授发给我的书稿是电子文本。翻看书稿的瞬间，想起了一件

事。大约1998年，时任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刘光华先生有个想法：

组织庆阳、平凉、固原三地的学者联手撰写一部《陇东史》。为此，还

专门在甘肃庆阳召开过一次联席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由

于各种原因而搁置。2009年，三卷本《庆阳通史》在兰州召开评审会，

我受聘为特邀审稿人。在审稿会上，有缘再次见到了刘光华先生，他又

提及当年的想法，言谈中仍然流露出遗憾。追述这段往事，主要是想重

提学者与出版家眼里的固原与固原历史文化研究是重要的。现在，《固

原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要出版了，这既是固原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推进

的喜事，也是大家期待多年的学术盛事，更是提升宁夏师范学院学术影

响力的得力举措。

书稿的大部分认真地读了，一部分粗略地翻阅，内容宽泛，涉及固

原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物考古等诸多方面，有几个栏目

的文章相对集中，近乎于专题性研究，皇甫谧研究最为典型。从书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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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看，文章选编精细，学术质量较高，大都是发生在六盘山地区的重大

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者大都是教学与科研骨干，有一定的学术

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总体上看，作者队伍超越了地域，文章内容超

越了地域，其学术影响力也必将超越地域。这种贯通与融合，是未来地

域历史文化研究可持续之路径，它涵盖着两大特点：

一是学术视野宽阔，研究内容突破了地域上的局限。陇山，是一个

影响深远的历史地理概念。历史上，六盘山（陇山） 东西以陇东、陇右

冠名，甘肃庆阳、平凉和宁夏固原都在陇山以东，民国以前的陇东可涵

盖当代意义上的庆阳、平凉和固原三地。当年刘光华先生倡导撰写《陇

东史》，也是从传统地理意义上来考虑的。本文集中的《论唐代以前活

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左宗棠与泾河治理》

《萧关道茹河谷道探析》等文章，超越了今天行政区划范围，实际上体

现的就是地理意义上的宏观思考和研究，有利于六盘山东西历史与文化

的深入研究和推进。

二是在研究层面上，吸纳了周边高校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近年，宁

夏师范学院举办地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即邀请周边高校学者参加。

学术研讨先行，学术研究成果共享。正因为地理意义上的关联，研究六

盘山东西诸多历史文化现象，需要以大地域概念来思考，需要以相对宏

观的视角来审视。司马迁《史记》里明确写道，东函谷、南武关、西散

关、北萧关四关之拱卫才有了关中，地域上的这种关联决定着文化方面

的关联。关中秦文化的外围，六盘山东西的文化背景以秦文化的亚文化

区著称，包括当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的承载，都应该以大六盘山生态

文化区来看待。这种研究理念，不仅仅是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包括相关

学术信息与研究成果的交流，尤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固原学术研究的

影响力。

挖掘、整理和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是地方高校的学术使命与责任。

从长远发展看，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才队伍来支撑；地方高校学术

影响力的提升，需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支撑。目前，地方历史文

化研究已进入宁夏师范学院整体发展规划，有了一支内外结合的研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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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学术成果不断问世，这已成为事业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良好的开

端，有了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个平台，有了《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这块学术阵地，就会凝聚人气，固原历史文化研究必将进一步走向深

入。愿它沐浴着学术研究之春风进入更为高远的学术层面，产生更加深

远的学术影响力。

我在宁夏师范学院工作过21个年头，大部分的工作经历是在固原度

过的。看到母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

的新成果，心里由衷地高兴。揣着一份感恩与期盼的情思写下这些文

字，权且作为序文吧！

薛正昌

2013年6月9日于银川

作者简介

薛正昌（1956~ ），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夏研究》主编、编审，固原历史文化研究中

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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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从夏朝时期到唐朝末年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问

题。传统上，陇东的地理概念是陇山以东，子午岭以西的泾河流域上游

地区，今天的行政区划包括甘肃的平凉、庆阳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固原地区。在历史上，陇东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从夏朝到唐末

的三千年时间里，这里曾经活动过戎、匈奴、羌、突厥、吐蕃、党项等

族。但在西北历史研究中，学人对陇东古代民族留心者尚少。因此，笔

者不揣浅陋，想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一综合探讨，不敢望补苴罅漏，

只求抛砖引玉。本文仅按历史发展时序，分阶段简要论述如下。

摘 要：本文分四个阶段对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作了

研究，结果表明：先秦时期主要是戎人，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羌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有过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

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党项和吐蕃族。最后认为，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

族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这种争夺，使陇东由中原王朝的边疆转化为内

地。各民族共同开发经营了陇东，使陇东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农牧兼营

的经济格局。

关键词：陇东 少数民族 中原王朝 认识

论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
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黄正林 窦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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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约公元前 21世纪至公元前 3世纪中叶）

先秦时期活动在陇东的主要是“戎”。严格地说，“戎”还不是一

个民族，而是古代对活动在西北游牧部族的总称。王国维在《观堂集

林·鬼方昆夷玁狁考》中说：“其族随世易，名因地殊号”，就说明了这

一点。

早在夏朝时戎人就活动在陇东。《国语·周语》《史记·周本记》《太

平寰宇记》都记载了不窋在夏太康失国时率族人“奔戎狄之间”。《括

地志》 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宏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

城也。”

戎在商时叫鬼方，“商之中叶鬼方西来……居灵、原、庆诸州也”①。

鬼方西来陇东后，商朝发动了征服鬼方的战争。《竹书纪年》载，商王

祖甲时“征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克之。”

通过征战，商王朝统治扩大到西戎鬼方之地，《诗经》中有：“昔有成

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② 商在泾河流

域鬼方之地建有方国，如密、阮、共、卢等，《诗经·大雅·皇矣》就有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的记载。

商末，周人与戎人共同活动在陇东。周人在古公亶父时，由于薰

育、戎狄所逼，“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③，

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周人南迁后，“周之故地，

后入于戎”④。周文王、武王时期，周人强大起来。武王伐商时，陇东

戎人加入了周人的军队，《尚书·牧誓》有“庸、蜀、羌、髟矛、微、

卢、彭、濮人”，随武王伐殷。卢、彭就是陇东的两个戎人方国，《史

记·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卢、彭在西北”。《甘肃省

①蒙文通. 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古族甄微. 成都：巴蜀书社，1993：101~103.
②高亨. 诗经今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33.
③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114.
④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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