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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盛世编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编委会的正确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在编

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人文平罗》在时代的呼唤中问世了。

《人文平罗》在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再现和挖掘了平罗悠久的

历史，展现和描绘了平罗美好的今天。然而其谈古不同于史书与志书，论今不

同于故事与诗文，力求以实写事，客观平实，使之成为一部话说古今的通俗读

物。编写过程中遵循“全而不赘，详而不繁”的原则，尽量使书稿简洁明快。本书

采用条目式体例，分类设卷，各陈其事，其意在于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另外，意

在突破传统模式，使之突出“人文”意蕴，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觉。

平罗历史悠久，曾多次变迁建制。历史上的平罗，北边最远辖治惠农及内

蒙古磴口，南边辖治贺兰部分地区。因此，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迹跨县

越省，古今变换，错综复杂，许多今虽已不在平罗辖内，但当时确属平罗。同样，

历史上的平罗辖区今虽非平罗所辖，但当时亦确属平罗。所以，为了尊重历史，

准确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人文平罗》按照历史本源，以一个“大平罗”的概念书

写古今。因此，书中有些章节记述了如惠农乃至今已非平罗辖区如隆湖等地的

人与事及人文景观便顺理成章，势在必然。“大平罗”概念的确立扩大了《人文

平罗》的外延，使其内涵更加丰富起来，有了充足的人文资料，使该书愈加厚重

起来。

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对整个平罗地区有共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没有采取每章必述的写法，而是另立“附录”，共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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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节皆可印证。

本书采用“以文叙事，以图衬文”的方式，插入部分图片，意在增强文字的

解读效果和叙事的直观效果。同时，可以使该书图文并茂，使其形式和“人文”

精神有机统一起来。

《人文平罗》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书目，有《石嘴山市志》《石嘴山史纲》

《平罗纪略》《平罗春秋》《宁夏五千年史话》《平罗县志》《记者看平罗》《平罗古

今诗词选》《陶乐县志》《惠农县志》《惠农地方史话》等，一并说明。

为了提高《人文平罗》的编写质量，特邀请专家进行指导；为增强书稿的

广泛性，特邀请平罗一批热衷于家乡文化事业的人士踊跃撰稿，使之真正收

到“平罗文人书写《人文平罗》”的效果。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地

感谢。

囿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见谅。然诚如《序一》中所言：“《人

文平罗》一书，是抛砖引玉之作”。希望通过此书，能够激发平罗人的激情，抚今

追昔，传承发展，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把平罗建设成更加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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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是平罗的灵魂

蒋文龄

经济是一个地区的基础，风貌是一个地区的形象，人文是一个地

区的特色。人文是一定区域历史与文化的积淀，是对形成人文景观所

涉及的历史掌故、风俗文化、生命体验、价值追求等的全面总称，是各

类人文要素有机融合的精神财富。无论是仰以察古，还是俯以观今，人

文精神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平罗是一块人文荟萃的地方，在其悠久的历史演进中，勤劳质朴

的先民耕作于斯，忠贞耿介的勇士征战于斯，智慧风流的墨客吟唱于

斯，精明能干的商旅行走于斯……他们共同构成了平罗人的历史群

像，创造了平罗独一无二的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索总结平

罗的人文精神，是平罗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继承发展平罗的人文

精神，是平罗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我认为，平罗的人文精神主要有

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忠勇爱国。历史上平罗是边城，平罗人历来都有强烈的爱国守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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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意识，他们以萧如薰、孙应举为代表受命危难、保家卫国，构筑了一段段长

城、一座座烽堠，赢得了“抗逆孤忠”、“精忠固国”的褒奖，受到了“铁打的平罗

城”的赞誉。李双双等革命先烈承其遗志，为国家抛洒一腔热血、杀身成仁，彪

炳史册、广为传颂。

二是崇文尚德。平罗人有尊师重教、崇文尚德的优良传统，他们以徐保字、

俞德渊为代表兴义学、重文教，形成了西园翰墨、书院飘香的胜景，营造了“天

府文光百丈开”，“不是书生不上来”的浓郁学术氛围。夏森等丹心园丁光大其

事业，为民族培育莘莘学子、各界英才，朗朗书声响彻大地。

三是文化包容。平罗历来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在这块热土上各民族

和睦相处、休戚与共、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形成了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包

容、和而不同的局面，佛儒道一体的玉皇阁是文化奇葩，清真寺的梆克声声是

清音妙乐，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早已成为平罗人民的共同行动。

四是自强不息。平罗地处西北，土地并非异乎寻常的肥沃，生产条件也不

是得天独厚。4000多年前明水湖边的石器诉说着先民的自力更生，唐徕渠、惠

农渠边郭守敬、通智的身影见证了先民的艰苦创业。而今，从不毛之地西大滩

到碧波万顷翰泉海的变迁，西部百强县的创建更是平罗人开拓进取的实践。

人文精神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因而又孕育

新的人文精神，不断创造历史文化，引领时代步伐，推动社会发展。《人文平罗》

一书，是抛砖引玉之作，试从史海渊源、文化传承、地域风情、诗词歌赋等方面

粗线条地勾勒平罗人文的基本风貌、源流变迁、时代特征等，以期进一步传承

历史文脉，培育人文精神，凝聚各方共识，弘扬平罗精神，为建设产业突出、环

境和谐、民生幸福的西部百强县共同奋斗！

是为序，与每一位平罗人共勉。

004



荩荩荩

西部百强县 塞上小江南

“一曲河如带，晴光淡连天。长虹占霁色，晓日散青烟。古塞

风云净，春山草树鲜。郊原浮润气，极望更苍然。”（清·王德荣

《河苇晴光》）黄河如斯，悠然千年，像一位仁爱宽厚的长者一

般，见证着平罗的沧桑巨变，关注着平罗的勃勃生机，期许着平

罗的无限风光……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明珠般镶嵌在宁夏

平原北部的平罗，素有“塞上小江南”的美誉，深得贺兰山之雄

浑，黄河水之灵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历史悠久的平罗，每一次呼吸都吐纳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钟灵毓秀的平罗，每一次凝眸都闪烁着雄健与灵秀的光芒；西

部百强的平罗，每一次投足都承接着历史与现实、发展与和谐

的脉络。

翻开平罗的交通地图，包兰铁路、京藏高速公路、宁夏西线

高速公路、109 国道、110 国道、201 省道、301 省道由北向南穿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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