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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宁

宁夏位于祖国西北东部，黄河上游中段，北恃贺兰

山，南凭六盘山，地势南高北低，黄河横穿北境，平均海拔

1ω米以上。北部为黄河灌溉的平原地区，南部为与黄

土高原相连的山区。东邻陕西，北接内蒙古，西南与甘肃

相连，土地总面积 5.18 万平方公里。现辖 4 市 M 县

(市、区) 0 21∞2 年末全区总人口 571. 54 万，其中回族人

口 195.4万，占全区总人口的 34.63% ，占全国回族总人

口的 20%。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 1958 年 10 月 25 日，

是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宁夏虽然地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却有着悠久的

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沉和许多鲜明的人文特色。宁夏所

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北方最早的

人类之一一一"河套人"的起源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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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江南旧有名|

在这里交接融合，最早表现游牧文化的岩画大量的分布

在贺兰山及其延伸地带;黄河给予这片土地的慷慨恩响，

造就了我国北方最早的灌溉农业区，因之成为中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最早组成部分，也因此赢得了"天下黄河富

宁夏"的美誉;曾经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进步发挥过巨大

作用的丝绸之路，从宁夏的南部经过，中西文化的交流在

这里留下了珍贵的遗存;唐宋之后为西北的统一作出巨

大贡献的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正是以宁夏为基地，引人

农耕经济，吸收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明，武装自己，

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银川，在 13∞

多年的建城史上曾几度辉煌;回回民族从登上历史舞台

起，宁夏就是他们的重要故地，在这里留下了回族历经坎

坷发展壮大及其走向新生的光辉足迹;在中国人民争取

解放的革命历史上，毛主席率领的红军长征主力曾经过

六盘山，宁夏又是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凡此种种，

构成了宁夏独有的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唐代诗人韦瞻

的诗句"塞北江南旧有名"也因此成了千古名唱。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的良好机遇，人文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成为我们面临的

重要任务。历史文化知识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使宝贵的

人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是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是西部大

开发的需要，也是提高干部和群众文化素质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缘由。我们提出了宁

夏地区历史文化中若干具有特点的题目，邀请专业工作

者用通俗的文字，编写成易读易懂的科普读物，可以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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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者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读完其中的一篇文章，了解一

个专题的概貌，从而丰富对宁夏历史文化的知识，加深对

宁夏人文资源的认识，也有利于对宁夏的宣传和对旅游

事业的推进。

我们感谢中国宁夏旅游丛书编委会对本书给予指

导，并将本书纳入《中国宁夏旅游丛书》予以支持出版，同

时感谢宁夏大学科技处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对编

写本书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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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向明

宁夏地处西北边障，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游牧、杂居

之地，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活动和定居。这里

又是古代民族迁徙流动频繁的地方，各民族长期在这片

土地上交错杂居、相互依存，最后形成了各民族的大融

合。商周时期，有古西戎族的鬼方、捡犹部落。春秋战国

之际，有义渠戎、乌氏戎和胸衍戎三个部族。至秦汉改由

汉、匈奴和羌族所居。J1J魏晋南北朝时，宁夏形成汉、匈

奴、鲜卑、羌、戚、揭、敖勒、柔然等众多民族错杂居住的复

杂格局。而隋唐又成为突厥、教勒、回鹊、吐蕃、吐谷浑等

部族活动的大舞台。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宁夏境内仍

有相当数量的吐蕃和羌族人。两宋时期，党项族以宁夏

北部为主要活动中心，前后达 225 年之久;在宁夏南部，

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则长期统治;此外，宁夏境内还有契

丹、鞋辑等族。元代，除蒙古族统治、汉族居多数外，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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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塞北江南 l日有名 l

开始人居宁夏。明代，宁夏发展成以汉、回、蒙古族为主

的地方。清朝实现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在宁夏，

除汉、回、蒙古族居多数外，满族成为定居在这里人数较

多的又一重要民族。

以前各民族

先秦时期活动在今宁夏境内的主要民族是戎族。

"戎"是古代对居住在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总称。其见于

殷商时期的叫鬼方，西周时期的谓之捡犹。

鬼方是有史记载的活动于今宁夏地区最早的部族。

商朝中期，鬼方从今酒泉、敦煌一带迁居到绿树成荫、水

草丰美的宁夏南部清水河领域。到武丁时期，鬼方迅速

强大起来，并一度成为商王朝北部的劲敌，对商朝采取进

逼态势。

鬼方势力衰弱后，代之而起的是犬戎族(即捡犹)。

西周初年，周穆王把犬戎迁徙到今宁夏南部。西周中期，

犬戎日益强盛，并成为西周的主要边患。周宣王时，捡犹

的势力己逼近王簸，严重威胁到首都铺京的安全，宣王不

得不派尹吉甫率兵征讨。为了进-步防御捡犹的侵扰，

宣王还于公元前 788 年亲自到太原(今宁夏固原市境内)

统计奴隶数量，以补充兵员。

春秋初年，见于史籍记载的，有生活在今宁夏南部一

带的义渠戎、乌氏戎，活动在今宁夏北部盐池、灵武一带

的胸衍戎。其中，以义渠戎势力最大。这些戎族虽然经

济生活仍以畜牧为主，但已能修筑城郭，进入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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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古代少数民族

战国时期，秦国向义渠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尽

管义渠戎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在强秦的步步紧

逼下，经过 170 多年的反复较量，最终还是被秦所灭。不

久，秦又挥师西进，灭掉了乌氏戎国。居于宁夏北部的胸

衍戎国在秦的威逼下不战而降。自此，先秦时期活动在

今宁夏地区的各种戎族都相继退出了中国历史的大舞

台，从历史上消亡了。其中大部分与华夏族融为→体，也

有部分义渠戎北逃匈奴，成为匈奴族的成员，继续与秦对

抗，成为秦在北方的强劲对手。

秦汉时期活动在今宁夏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匈奴族和

羌族。宁夏北部地处西北边障，水草丰茂，不仅是放牧牛

羊和狞猎的好地方，也是南下关中的主要通道，因此，成

为匈奴南下掠夺的第一站。当时活动在宁夏地区的匈奴

是北方最强大的民族。随着征服地的不断扩大，匈奴贵

族为了加强对被征服各部族的统治，设立了单于庭，左、

右贤王庭，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今宁夏南部秦长

城以北、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就处在匈奴右贤王的直

接统治之下。

为了解除北部边患，秦始皇在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

不久，就迫不得已地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并取得

重大胜利。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还亲自到北地郡(今宁

夏境内)巡视二并在宁夏地区设置了乌氏(今固原原州区

东南)、朝那(今彭阳县古城乡)、富平(今吴忠利通区西

南)等县，进一步加强对匈奴的防范。

西汉时期，今宁夏南北分别隶属北地郡和安定郡。

3 



塞北江南旧有名|

西汉初年，匈奴重新侵人河套以南，占领了固原以北的整

个宁夏地区，而西汉只控制着秦长城以南的宁夏南部山

区。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 ，匈奴老上单于动用 14

万骑兵进犯朝那(今彭阳县古城乡)、萧关(今固原原州区

东南) ，杀死北地郡太守孙卵，掠走了大量人畜财产。

汉武帝继位后，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反击战。经过

长达 40 多年的战争，终于征服了匈奴。在此期间，对宁

夏地区影响最大的有两次战役:一次是公元前 127 年，汉

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收复了自秦以来被匈奴攻

占的河套南北广大地区，从此，宁夏全境属于西汉的北地

郡。另一次是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派骤骑将军霍去病

出击匈奴右部，夺回了河南地和新秦中一带。这两次战

役使宁夏全境彻底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西汉的国境延伸

到贺兰山一线，彻底解除了匈奴对陇西、北地、上郡的威

胁。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从北地郡分出部分地

方，另置安定郡，郡治设在高平(今固原原州区) ，这是宁

夏历史上第一个郡治。

在汉军的多次打击下，大部分匈奴远徙漠北，其余匈

奴被迫归附了西汉。西汉政府在安定郡的三水县(今同

心县下马关南)设立了属国都尉，安置归附的匈奴，委任

汉官担任属国都尉加以管理。在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

里，今宁夏地区的汉族和内迁的匈奴长期错杂居住，共同

开发这一地区。

东汉时期，宁夏地区聚居着匈奴、鲜卑、乌桓和羌等

少数民族。其中，对宁夏历史最有影响的是活动于今宁

4 



1 宁夏地区古代少数民族

夏南部的羌族。自西汉以来，就把一些归附或俘获的羌

人，分别安置在安定、北地、金城、陇西等郡。从这时起，

羌人开始迁入今宁夏南部山区。到东汉时，宁夏南部已

成为羌族的主要居住地。东汉政府为了加强对内迁羌人

的管理，仍沿用西汉旧制，在三水县(今同心县下马关南)

设安定属国都尉，管理羌、匈奴等少数民族。迁到这一带

的羌人大都与汉人杂居，他们名义上没有纳入编户，但所

受赋税摇役往往要超过编户。不仅如此，边郡官吏对降

服的羌民还任意欺凌、敲诈勒索。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羌

人不得不揭竿而起，群起反抗。在羌人发动的大规模起

义中，发生在今宁夏地区的起义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发生

在 107 年- 118 年，历时 12 年;第二次发生在 140 年~

145 年，历时 6 年;第三次发生在 159 年 -169 年，历时 11

年。这三次起义使东汉王朝受到沉重打击。腐朽的东汉

政府刚刚镇压了羌人起义，又逼起了声势更大的黄巾农

民起义。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趋于瓦解，完全失去

了对今宁夏南部地区的控制。

东汉覆亡后，周边各少数民族乘机大规模内迁。这

→时期先后迁人今宁夏地区的主要有鲜卑、匈奴、柔然等

十几个少数民族。

西晋时人居今宁夏境内的主要部族有:活动于今石

嘴山一带的鲜卑乞伏部，活动于今固原一带的鲜卑破多

兰部，游牧于今中卫、同心、海原等地的鲜卑秃发部。此

外，晋武帝太康五年至八年(284 年- 287 年)匈奴族中最

强大的一支"贺赖部"曾内迁到贺兰山脚下(贺兰山原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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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移山，有学者研究认为因匈奴"贺赖部"曾在此游牧，遂

改称贺兰山)。西晋汉族地主阶级对迁居今宁夏境内的

各族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或以胡人充当徊客，或强

迫胡人做奴隶。西晋初年，在高平(今固原原州区)一带

爆发了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领导的反晋大起义。起义

虽然失败了，但却拉开了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序幕。

东晋十六国时期，今宁夏全境先后归属匈奴建立的

前赵、揭族建立的后赵、民族建立的前秦，以及匈奴铁弗

部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

鲜卑族在魏晋之际大规模进入今宁夏地区，成为主

要游牧民族。从 427 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到 534 年

灭亡，共统治 1σ7 年。在这 1∞多年中，原居于宁夏境内

的各民族，在鲜卑贵族的统治下，都慢慢失去了本民族的

特征。到北魏后期，早期内迁的匈奴、揭、成、羌，以及稍

后的鲜卑慕容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

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己没有什么区别了。

总之，在隋唐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曾有多种民族先

后迁入今宁夏境内。有的民族在此仅停留了很短时间，

有的则统治这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有的只控制很少的

一部分地区，有的则控制了整个地区。其中几个主要民

族还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相互交

往、融合，虽然使大部分隋唐以前活跃在这里的民族融合

成了汉族，但是，他们是宁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

的历史足迹是抹不掉的，他们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汉族

共同创造了宁夏古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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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族

公元 11 世纪，在今宁夏、甘肃一带出现了一个与宋、

辽鼎足而立的政权，这就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以兴庆

府(今宁夏银川市)为首府的西夏政权。

宁夏境内党项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远在唐肃宗

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等地

便有党项族居住。由于党项族与吐蕃在血统、文化、生活

习俗等方面较为接近，常常为吐蕃统治者所诱使和利用，

对唐朝叛服无常。

唐末和五代时，党项拓跋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强大

的藩镇割据势力。北宋初年，实行巩固中央集权和消除

地方藩镇势力的政策，遭到世代割据今宁夏等地的党项

拓跋氏的强烈不满，首领李继迁联络其他党项部落，又取

得辽的支持，于 1002 年率党项诸部一举攻占灵州，并派

兵南下，企图攻占镇戎军(今固原原州区)。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他一面向宋求和，一

面向辽讨封。辽为了拉拢李德明与宋对抗，便封其为"夏

国王"。宋真宗既不能用武力压李氏就范，就顺水推舟，

于 1伽年也封李德明为咽平王"，并赐给银两绢物，承

认其特殊地位。李德明既有辽的支持，又得到宋对其特

殊地位的承认，便以国君自居，遂把怀远城(今宁夏银川

市)改名为兴州，并在这里大修宫殿，为正式称帝做准备。

李德明子李元吴继位后，公开设立官僚机构，制定文

武官员的衣服样式，并于 1033 年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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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广建殿宇，为在此建都做准备。元吴在完成了官

制、军制和创制文字等一系列准备后，于 1038 年在兴庆

府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其统治区东至黄

河，西达玉门，南抵萧关，北控大漠，方两万余里。

李元吴称帝后，宋夏关系急剧恶化。从 1但0 年开

始，元吴不断对北宋发动战争，并在好水) 11 (今隆德县西

北)、定川寨(今固原原州区西北)等地多次大败宋军。由

于连年战争，西夏国内饱尝战争之苦，人民普遍厌战。北

宋王朝因屡战屡败，国内各种矛盾激化，也迫切希望和

平。于是，双方于 1ω4 年签订和约，宋夏的紧张关系有

所缓和。而西夏与辽之间在同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

争。元吴击败辽的进攻，双方议和。正当元吴踌躇满志

之时，却于 1048 年为其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杀。

西夏后期，政治腐败，内乱不已，又不断对外发动战

争，使得田园荒芜，生灵涂炭。 1227 年，成吉思汗派兵围

困兴庆府，不久，立国 189 年的西夏为蒙古军所灭。西夏

亡国后，党项族民众大部被杀，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党项族

遗民，一部分逃向中原投归金国，后来逐渐融于汉族和其

他民族;另一部分则南下四川西部甘孜、木雅等山区，同

藏族聚居并融合。到元朝灭亡时，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党项族逐渐在历史上消亡了。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原本是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

游牧民族，自迁移到黄河上游肥沃的灵州以后，李继迁下

令大力开垦荒地，"筑堤防引河水灌田"，积极开发今宁夏

北部地区。党项族擅长制盐，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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