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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宁夏七大措施力戒出版浮躁之风

一本 18 万字的图书，编校差错近 2000 处，差错率高达
万分之一百一十，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新闻出版报讯》（记者曾革楠）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了

解到，在由该局日前组织召开的宁版新版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结果通报会上，

三家抽检出版单位中两家出版社因出版图书合格率较低被通报批评，有关负

责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处罚人数之多、处罚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针对这种

情况，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决定，从提升图书、报刊编校质量入手，力戒出版

上的浮躁风气，在出版界大力倡导学术正气，以促进新闻出版事业的良性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导致学术失范，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出版界。据悉，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组织审读员对宁夏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历代帝王在宁夏》进行审读时，发现这本仅 18 万字的图书，编校差

错就近 2000处，差错率高达万分之一百一十。审读员难过地写下了“赫然千

处错 伤心一卷书”的审读报告，并指出，这本 18 万字的著作竟有语法错误、

逻辑错误、观点错误、史料引用不当等问题达千余处，由于问题太多且繁杂，

无法统一归类，只能逐章节按行文顺序指误。

此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

文化地理》，在部分内容上与《历代帝王在宁夏》严重重复，这本 53万字的书

出错有 2000多处，经核实是一本质量严重不合格的“学术专著”。据审读员介

绍，经过对 1~56 页的审读，该书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从编校质量上看，

曾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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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率为万分之四十，属不合格品。“生造词”频繁出现，词义含糊不清，使人

难以理解。语言文字基本功差，字、词、句问题比比皆是。

在一本书中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差错？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朱昌平告诉

记者，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有的“专家”一本一本地出

书，涉及领域广泛，拼凑内容痕迹明显，知识性、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有的

“学者”热衷于泡沫式学术成果，不是静下心来进行据实的学术研究并著书立

说，而是奉行“拿来主义”，随意换个角度堂而皇之地大量引用他人论点论据；

个别图书编辑编稿时把关不严格，被“名人效应”的光环遮蔽，使一些基本质

量不够出版水平的图书得以出版，致使学术水平参差不齐。

记者了解到，为提升图书、报刊编校质量，力戒出版浮躁之风，倡导良好

的学术风气，宁夏新闻出版局日前决定，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严格执行图书

出版编审制度，从源头上把关，严格筛选图书选题；建立专题审读制度，力戒

粗制滥造抄袭他人；严格执行期刊编辑出版流程和期刊分级管理规定，处罚

违规收取版面费的行为；严格执行新闻出版行业资格准入制度，并将编辑人

员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编辑资质认定、绩效考核等挂钩；加强专项审读力

度，及时提出审读意见，提高审读效率，提高出版物的监督管理水平；建立报

刊评估退出机制，明确退出程序，对市场生存能力差、发展空间狭小、竞争乏

力的报刊坚决予以退出，实现报刊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从建立提高编校质

量的长效机制入手，制定相应的奖优罚劣制度，利用精神和物质激励，最大限

度地强化编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精品意识。

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 7月 1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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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农家书屋中撤出这本书

米 涂

薛正昌所编著的《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一书被从宁夏农家书屋中撤出

了，有些人不明白原因所在。对此，有必要作简要说明，以正视听。

薛著虽仅 9万字，但错讹之处却有近 600处，差错率高达 60酃，而国家

规定的合格图书差错率必须在 1酃以下。这些错误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的模糊或曰政治倾向问题

1.称蒋介石军队为“国军”

P16：“当天，一部分红军在北象山与国民党守军接火，国军未敢恋战即退

入城中，红军占据北象山后，即开始攻城。午后，守城的国军从南门逃跑……”

这段话中，“国军”出现了两次。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从价值中立的角度看，讲“国军”可以，甚至必须。但

作者写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教材，是要去教育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因此，

如此的写法阶级立场就有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与“国军”相对应的，是

“共军”“共匪”“赤匪”。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国军”，背后的内容寓意解释不

清楚。

2.言回汉人民在欢迎国民党军队

P29：“……攻破天险腊子口后，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北上的时候，先遣部队

已占领了岷县南边的哈达铺，国民党鲁大昌残部退守岷县县城，沿途已有回

汉人民欢迎大军……”

从文字看，回汉人民欢迎的是鲁大昌部而并非红军。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有抬高国民党之嫌

P62：“即使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同样体现着统一战线的政策，冶成章就是

一个例子。”

且不说以一名军官作为被俘军队的例子，但就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能体

现统一战线政策讲，似乎国民党对于统一战线建立与维护的态度比共产党还

要积极与坚决。

二、理论上的混乱、错误

1.言帝国主义围追堵截了红军

P125：“……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

聚歼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给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

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围追堵截了红军？美国？英国？日本？似未曾听说。这

个错误，既有对史实的篡改，也有其理论上的无知。

2.将中国资产阶级分左右翼

P3：“……同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勾

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左右翼或左中右翼，似是薛正昌的首创，不知其

根据是什么。当时的资产阶级成员，哪些属于右翼，哪些又属于左翼？

3.言日本军队在中国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P56：“……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速入侵。同时，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将“攘外必先安内”写成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政策，属严重史实错误。

三、逻辑混乱，自相矛盾

1.让毛泽东“翻”了三次六盘山

P26：“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红

军得以顺利翻越六盘山。”“翻越六盘山后，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毛泽东运筹

帷幄，决胜在即……”

P33：“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登上了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但成竹

在胸的毛泽东……俯瞰六盘山雄姿，诗情激荡……”

P40：“……当日下午二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军登临六盘山主

峰，时值仲秋，天高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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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相矛盾

P5：薛说：“红二十五军……是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之前最早进入宁夏南

部地区的一支红军武装力量”，隔了 3行，薛又说：“实际上，红军在宁夏活动较

早，如果以 1932年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算起，还要早几年……”

薛说：“实际上，这一夜毛泽东在长城塬上乔渠村乔生魁家。按照成仿吾

的《长征回忆录》记载，毛泽东这一夜不在乔渠，而在杨家园子……”薛说前后

矛盾，让人搞不清毛泽东这一夜到底在哪里。

四、史实及其他问题

1.贬低程子华

P19：“……以便于对徐海东和他的红二十五军在宁夏期间的经历和影响

有一定的了解。”

此时的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是程子华。因此，红二十五军往

小处说是程子华领导的；往大处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不能说是徐海东

领导的。

P22：第一段说，程子华虽然是红二十五军军长，“但实际上，在长征途中，

省委书记徐宝珊、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光，都信赖徐海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斗中

的指挥艺术，遇有战事，他们总要徐海东先提出作战方案，然后大家讨论……”

这里，程子华没有了踪影，似乎连作傀儡的资格都没有。程子华是我军赫赫有

名的战将，但薛在这里将他模糊甚至丑化了，不知有何根据。

2.信口开河，随意解说“同心”地名的由来

P112：“同心城，原本叫‘半个城’，因有了三军大聚会，才有了同心城的

名字。”

查史志资料，同心县是 1938 年国民党取的名，与两年前的红军会师无

关。其意在于激励国人同心抗日。有了“同心县”，才有“同心城”。

3.将“小号手”张冠李戴

P90：“……现在能看到的留下来的小号手那张照片，或者是斯诺此时的

杰作，或者是后面见到那个 15岁年龄，4年军龄的吹号手。”

这句话不通，但意思是那照片上的就是 15岁的小号手。

而实际上，照片上的“小号手”，是时任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

7



此事在魏淑霞的《斯诺在宁夏》一书中写得十分清楚，而作为丛书主编的

薛正昌，居然就没有看到。他是如何当主编、如何治学的，由此可见一斑。

4.将上校写成将军

P85：节名为“海原走出去的将军”。写了海原县高崖乡草场村青年张元和

参加红军与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书中有张元和的照片，一看，是上校。上网

一搜，张元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没当过将

军。不知他说：“……是从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任上退下来的老将军”的根据是

什么。

除了以上问题，薛书中还存在语言严重重复、满篇语病等问题。

这样的书，如何能放到农家书屋去误人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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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
———兼论宁夏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白述礼

薛正昌先生的《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以下简称

“薛书”），2007年 5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 53万字，分 6编 31章。

从书名和目录就已经可以看出，其内容涵盖宁夏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方方

面面，真可谓是包罗万象。初读以后，感到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掌握了宁夏

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大量资料，考述了宁夏地理、历代政权、移民开发与

生态变迁、农业文明、“军事文明”（重大军事事件和人物）、明清以来的地方志

书，以及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岩画文化、石窟文化、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

等诸多方面。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无疑对研究宁夏区域经济、文化、历史、地

理、民族等诸多方面，应该肯定，颇为有益，而且，也是作者对西部大开发历史

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不小的贡献。

但是，我在阅读薛书的时候，却发现该书在关于宁夏历史研究中几个问

题的表述欠妥，今冒昧谈谈我的粗浅看法，与作者和学人商榷。

古代富平县在宁夏什么地方？

富平县是宁夏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县，是秦朝设置。宁夏历史地理专家、学

者考证，古代富平县的城址位于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金积镇附近，后来迁徙到

陕西。薛书写道：“富平县，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年），城址在银川

平原黄河以东，现在的吴忠与灵武之间”。我认为这句“富平县，城址在……现

在的吴忠与灵武之间”的表述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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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魏书·刁雍传》载，薄骨律镇将刁雍在给皇帝的奏表中称：“富平西南

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艾山就

是宁夏的峡口山，位于青铜峡黄河东西两侧，黄河东边的山称牛首山。既然富

平县西南三十里是艾山，那么，反过来推，艾山东北三十里就应该是富平县的

城址，而青铜峡峡口山东北三十里正好是吴忠市金积镇，所以，宁夏学者都把

富平县城址定在金积镇附近。早在 1993年，宁夏历史地理专家鲁人勇、吴忠

礼、徐庄在《宁夏历史地理考》一书中，已经考证得十分清楚，宁夏学者一般都

采用他们的正确观点。《宁夏历史地理考》中写道：“《魏书》刁雍的奏表说，艾

山在富平城西南三十里。这个艾山，就是今天青铜峡两面的山，旧称峡

口山……今吴忠市金积堡西南到青铜峡口正好是 15公里。所以，汉富平县城

可以大致考订在金积附近。而秦富平县城（即《水经》富平故城）当在其北，约

当今吴忠市西南。”我不明白薛书把富平县城址定在“现在的吴忠与灵武之

间”，城址超出了刁雍说的艾山东北三十里之外，有无依据？

灵州（治回乐县）城址在宁夏什么地方？

灵州是古代著名的西北重镇，西夏以前是宁夏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中心。唐朝诗人吕温的《奉送范司空赴朔方》诗，赞颂灵州：“山横旧秦塞，河绕

古灵州。”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诗，赞颂灵州是“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

江南旧有名”。灵州始建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 年），《汉书记载》：“灵

州，惠帝四年置。”距今已经有近二千二百年的悠久历史。特别是在唐朝，灵州

历史尤其辉煌，曾经有唐朝四位皇帝先后到过这个塞北古城。唐太宗曾到灵

州与少数民族代表会盟；唐肃宗先是以皇太子和朔方节度大使身份来到灵

州，随即在灵州即位，指挥全国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他的两个王子也跟随他

来灵州，他们就是后来的唐代宗和唐德宗。灵州历史上州治曾为回乐县，又曾

称薄骨律镇、灵武郡、朔方节度使治所、西平府等。那么，灵州城址在什么地

方？我们看到“薛书”有以下多处自相矛盾、各不相同、不知所云的表述。

1.薛书 63 页：“北魏……在北部灵武置薄骨律镇……北部薄骨律镇（今灵

武西南）”。

2.薛书 64页：“北魏改薄骨律镇为灵州，州治回乐县（今吴忠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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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书 66 页：“公元 618 年……大唐……改灵武郡为灵州总管府，领回

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县。”

4.薛书 76 页：“李继迁……1002 年攻取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境）。”

5.薛书 95 页：“明初……废除元代应理州（今宁夏中卫）和灵州（今宁夏

灵武）。”

6.薛书 124页：“唐朝……宁夏北部的灵州（今灵武西南）。”

7.薛书 174页：“唐贞观四年……安插在当时灵州（今灵武市西南）。”

8.薛书 221页：“唐代……灵州回乐（今灵武县南）。”

一个灵州竟然在薛书中有“灵武西南”“吴忠市北”“灵武市境”“灵武市西

南”“灵武县南”等多种表述，使人们不知道，薛书要告诉读者的灵州究竟在今

何处？

古灵州城在明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年）被黄河水淹没以前，究竟在什

么地方？早在明代，就有庆靖王朱栴《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张九德《灵州

河堤记》、南居仁《灵州三贤祠碑记》等关于灵州在明洪武十七年，被黄河水淹

没，被逼向东北“城凡三徙”，迁移到今灵武市的历史记载。现代专家学者据此

对于古灵州的城址，有很多考证研究著述。早在 1937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

先生考察宁夏灵武，当年 8月 3日的日记写道“（灵武）城内传有唐肃宗即位

的故址……此殆不可考”。1960 年又一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到宁

夏灵武考察，1961 年撰文写道：“随着黄河游荡的威胁，历代（灵州）城址累有

迁移……晚至明朝，灵武城还三易城址……今（灵武）城之非唐城，已属确凿

无疑。因而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虽然实有其事，却不在今天的灵武城，这

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由于有明代史书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专家、学者不再说古灵州“在

今灵武”，而改说“今灵武西南”。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 1956年出版的

《中国通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辞海》等均有说明。

后来，不少专家、学者则把灵州由灵武西南重新具体定位于今吴忠市。常

征先生的《杨家将史事考》（第 268页）已经改灵州在灵武西南为灵州在今吴

忠：“元丰四年（公元 1081 年）折克行……连拔兰（今兰州）……威（今中卫）、

会（今靖边）、灵（今吴忠）等七州。”宁夏地方史志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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