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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宁夏革命与建设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

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色的宁夏近现代史。

二、本书记载的范围：以 2004年年底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划为记载范围，对历史

上划进划出的地区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三、本书的时间断限：本书的上限自 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至 2010年年底，第十二

章为了记述的完整性下延至 2012年 10月。

四、本书的数据以自治区统计局编写的统计资料为准，数字使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物文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现行计量单位为准。

五、本书文字和图片资料除注明外，其他均来源于自治区档案局、宁夏图书馆、各市、

各厅局档案资料，《宁夏日报》《甘肃日报》刊登的资料和其他公开出版物的资料，力求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以便于查阅使用。

六、有的历史事件为了保持历史原貌、资料的完整，不做评论，冤假错案加括注。



前 言

革命史，乃革命运动发展史。以研究范围划分又可分为全国的革命史和地方区域的

革命史。这部书当然属于后者。

革命史讲革命运动。“革命”一语本质上属于近代范畴。“革命”一词虽古已有之，如

“汤武革命”“玄武门革命”云者，但“革命”成为专门的政治概念，特指反映新的经济关系

要求而兴起的政治运动，却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

美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一批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运动的著作中，使用“革命”概括

其性质，“革命”遂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马克思更将经济关系、阶级划分和政治革命相联

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本质内涵。

中国人广泛使用“革命”一语，始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

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和泛滥。自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一词

如烈火燎原，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政治革命、种

族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

命……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中国那样，在 20世纪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革命。”①20世纪之于

中国，完全是革命的世纪。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也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

性；革命不再是某一特定经济关系的要求，而是天道的启示；革命不仅是制度变革的追

求，也是全新道德价值实现的道路。章太炎不是说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

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用之良药！”②革命话语不再局

限于政治精英，而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流行概念。

然而，我们这样一个热衷革命的国家，对革命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科学地揭示革命的

内容和革命在中国的演化形式尚未完成。这当然不是设立几个研究项目就能完成的，它

需要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总结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历史事实和面貌，就是最基础的研究

工作。同时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经济、社会不平衡是基本国情。革命运动在不

同地区的开展，其具体的条件、内容和面貌不尽相同，需要分别研究。革命运动在各个地

①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65页。
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1960年版，

第 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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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具体表现构成了全国革命的总体内容。不了解区域性革命运动的特殊内容，就不可

能产生完整准确的中国革命史。

宁夏地区在近代以后，其社会特殊性日益突出。人们都熟知宁夏是少数民族区域，但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是游牧经济，而宁夏自古农耕经济发展甚早。因此，宁夏是一个

农耕型少数民族区域。从经济形态看，这里与中原有更大的同质关系，这是宁夏革命运动

与全国形势同步发展的客观基础。民族性则主要体现在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族群构成

上，反映在政治上则与这个地区主导性民族的历史阶段有紧密联系。大体而言，西北回族
社会在明、清有长足发展，表现在人口增长、经济实力提升、组织发展迅速等方面，明显地

呈现出经济发展促成了政治要求的趋向。保守的清政府与西北回族社会的变化之间产生

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从乾隆朝后期开始，西北回族不断兴起反清斗争，这场运动最终演

化为回族军阀政治。宁夏自辛亥革命以后，马福祥家族确立了统治，这是清末至民国宁夏
民族关系演化的线索。

民族关系在某些历史阶段可以主导社会政治，但它不可能永久地掩盖阶级关系。因

此，随着马家军阀统治的持续，阶级关系日益暴露，包括回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也逐渐
表现。另一方面，宁夏社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受到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宁夏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两种力量推动了宁夏

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其典型者如“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历史创举，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全国革命在宁夏的表现，同时又是宁夏回族社会革命意愿的表述，准确地反映了宁夏
革命的特点。每一民族的政治追求，只有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才有广阔的前途，这

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革命史往往能更集中地反映人们对社会前景的认知，

通过革命史，我们能体会每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追求。
从编写体例与内容看，革命史与地方史、中共党史等有交叉之处。地方史是一个区域

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记述；中共党史则是某区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从内容的范围

讲，地方史的主旨是研究社会变化，包含着革命史和党史的内容，但它更多的是研究社会

经济、文化等内容；党史则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主线，更为专门。革命史的研究范围应

该在上述二者之间，它较党史为宽，既包括中共党史，但也记载其他的革命运动以及宁夏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记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新

时期的革命历程。所以，《宁夏革命与建设史》是和宁夏地方史、中共宁夏党史一起，充分

展现宁夏地区的历史社会面貌，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霍维洮

2013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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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宁夏社会与民族运动

第一节 清朝在宁夏的统治和宁夏社会矛盾

一、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

清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实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清初，随着各地反清斗争

的平息，清政府在西北的地方统治逐步确立。清政府改变了明代宁夏的卫所制度，废除卫

所，改建郡县。今宁夏北部设宁夏府，属甘肃省，下辖灵州、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

县；宁夏南部设固原州和隆德县，属平凉府。

宁夏地方行政建制变化的客观基础在于，清朝满洲贵族与蒙古上层结成了稳定的联

盟关系，满蒙联盟是清朝的基本政策。宁夏以北的蒙古族势力已不再是中原王朝的威胁，

宁夏地区的军事意义逐渐减弱。因此，明朝在宁夏具有强烈军事特点的卫所制度已不合

于形势。这实际上表明宁夏地区经过明代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稳定的农耕区域，以民

户为基础的州县制进一步确立。

但是，西北地区毕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屡屡兴起民族运动。因此，清

政府特别在宁夏设驻防八旗，“设镇守宁夏等处将军都统”①，其长官称为“宁夏将军”，领

下属官兵三千余人。②初期，满营设于宁夏府城东北五里（今银川市红花乡满春村），乾隆

三年（1738年）地震被毁，改建于府城西（今银川市新城）。

绿营兵建制在宁夏设镇，隶属于甘肃提督衙门，而陕西提督长期驻扎固原。因此，宁

夏南北所驻绿营军队数量较多。

①《朔方通志》卷 11。
②《八旗通志》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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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宁夏社会较为稳定，清政府积极倡导农业垦殖。宁夏巡抚黄图安在《条议宁

夏积弊疏》中提出整顿兵饷、渠工、驿递、军训等八项改革措施①，其中“化兵为农”和“变兵

为民”措施意义重大，一些兵丁转为农民，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宁夏地方政府亦积极恢复水利，称“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其事最要”②。官府组织农

民，先后开凿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开辟耕地万顷。宁夏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

繁荣。文献中记载：“中卫、灵州、平罗，地近边，畜牧之利尤广。其物产最著者：夏、朔之稻，

灵之盐，宁安之枸杞，香山之羊皮，中卫近又以酒称。”③在此基础上，宁夏的商业、交通均

有所发展。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尤为突出，据统计，清嘉庆年间，宁夏府户口数达到 214992

户 1392815人，较之 200年前超过 10倍。人口空前的急剧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生产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以手工劳

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它所能承担的社会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入 19世

纪后，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逐渐减缓，转入了生产停滞和萎缩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水利设施的失修与废弛。宁夏地区属于中原农耕区与北方牧业区的交界处，雨量稀

少，气候干旱，其北部平原的农业依赖黄河水利灌溉，生产条件较好，种植小麦、水稻等农

作物，产量比较高，为西北富庶之区。但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各渠道均为人工开凿的土

质工程，沉沙淤积与堤岸毁坏十分普遍，需要逐年修整，而这项工程非分散的农民所能完

成，它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组织才能进行。清前期，政治较有作为，于农业也有所关心，水利

尚不致过分废弛。雍正八年（1730年），宁夏水利引起雍正皇帝的关注，特诏谕称：“宁夏

地方万民衣食之源在于大清、汉、唐三渠之水利。定例每年疏浚修理，使民田得沾灌溉。闻

历年专司之员疏忽怠玩，以致闸道堤岸逐渐损坏，时有冲决，渠身淤泥填塞，日见浅窄。

而三渠之中惟唐渠为尤甚，近来其口过低，其梢过高，水势不能逆流而上，多误小民耕种

之期……”④乾隆后期也因宁夏水利往往失修，特令“嗣后每年培浚，请派府佐、州、县春

分前赴各渠点检料物，清明动工，立夏报竣。饬道、府水利同知督办，如有玩误，一并

参处……各渠口拨正闸水手一、厅役一，住宿防守”⑤。嘉庆以后，随着宁夏地方吏治败坏，

①乾隆《宁夏府志》卷 18《艺文志》。
②乾隆《宁夏府志》卷 8《水利志》张金城按语。
③乾隆《宁夏府志》卷 4《地理志》。
④《清朝文献通考》卷 6《田赋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⑤《清高宗实录》卷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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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不能督修，且成为污吏中饱的渊薮。嘉庆十七年（1812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报，宁

夏各渠“历今二十余年，黄水冲刷日甚，堤岸大半溃裂，淤垫日深，民田难资灌溉，以至连

年成收歉薄，民力实形拮据”。因所需经费甚多，民间难以承办，“各渠民纷纷具呈，以民力

不能修办，恳请照例借项赶修，分年征还”①。宁夏水利二十余年无人过问，农民被迫向宁

夏道台吁请借官款修渠。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忧外患日亟，无暇顾及地方政治，宁夏

水利便无人过问，水利的废弛日甚一日。

灾害频仍。宁夏南部山区农业没有水利灌溉设施，屡遭旱灾；北部虽有黄河灌溉之

利，农业状况比南部较好，但也经常受霜冻、冰雹、雨涝等多种自然灾害侵袭，加上黄河堤

岸失修，两岸农田常被冲毁，农业经常歉收。据《清实录》记载，1801年至 1850年的 50年

间，宁夏南北不同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就有 39个②，有灾年份占总时间的 78%，足见

灾害之频繁。今固原地区、盐池、中卫、灵武等旱耕区遭灾较多，且灾害严重。这些地区“多

半山田旱地、风高土燥，全赖雨泽庆时，禾苗始能长发。兼之地气苦寒，秋田于夏至之前必

须播种，非若他省麦收后尚可再种秋禾”③，因此春天受旱，全年遭灾，而夏秋又屡有雹、霜

灾害，农民一年劳作，往往收成无几。1810年，宁夏、陇东春天大旱，固原、盐茶、隆德、中

卫、花马池等 24厅州县“夏禾均已被灾，其秋禾杂粮或得雨较迟，未及补种，或虽补种，尚

未长发”，而入夏后，固原、隆德、灵州、花马池又遭冰雹袭击，造成大灾。“被旱灾民缺水乏

食，出走四方。”当时的陕甘总督那彦成派员勘察灾情，连续向朝廷奏请拨粮款赈济灾民，

并于放赈之前先在各地设粥厂以为应急。“每月开销，大口粮五合，小口粮二合五勺”，煮

粥救济。该年 10~12月放银粮赈济，固原、盐茶、隆德、灵州、中卫、花马池受赈灾民共

1010480人。④这样才勉强度过了一次严重的灾害危机。1853年，“宁朔、宁夏、灵州、平罗、

中卫等州县因夏秋暴雨，山水陡发，渠流泛溢，淹没田禾，民房并乡仓分储粮石，人畜均有

淹毙，复有被雹之处，情形较重”⑤。水、旱、雹灾以外，其他灾害也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

成很大危害。1852年五六月间，中卫一带“连次地震，经……查明，居民房舍震倒二万余

间，压毙男女大小三百余口，受伤者四百余口……居民粮食、衣物、牲畜亦多被压没，糊口

无资”⑥。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每遇灾害，人民往往流离失所。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 24。
②见《清实录》嘉庆六年至道光三十年。
③④《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 21。
⑤《清文宗实录》卷 104。
⑥《清文宗实录》卷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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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严重。生产条件的破坏与自然灾害，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给官僚、

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提供了机会。每遇灾荒，农民“田禾未收，粮价腾贵”，不仅贫困之

民典当田产，“即素有营生之户亦苦于贵籴，度日维艰”①。官僚富豪乘机巧取豪夺，大批自

耕农沦为无田游民。如宁夏将军旺沁班巴尔“倚恃将军职任，护庇属下人等欺压平民，争占

地界”②。有的官吏“将（农民）畸零地亩指为隐垦私开……以致民力不支，流离潜匿”③。农

业生产因此遭到严重损害。

二、民族矛盾的尖锐

政治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不治之症。宁夏地方政治的败坏除封建社会一般原因之

外，还有其特殊的原因。第一，清统治者视宁夏为“武备”区，而非“文治”地区。“诸凡建设，

或因或创，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④清朝几次用兵新疆，宁夏为军事后备区域，征发粮

草、兵夫为宁夏的主要任务。清中期以后，西北回族连续反清，进一步刺激清政府强化宁

夏的军事力量。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清朝在宁夏施政以武备为主的传统，即重视

武装控制人民而忽略地方建设和文化事业。宁夏不仅驻军很多，且带兵之武将集中。北有

宁夏将军率八旗军驻满营和宁夏镇总兵驻府城，南有陕西提督驻固原，而驻扎各地之中

下级将领更是难以历数。这些武将往往少文无识，清廷对他们更为纵容，因此肆意横行，

欺压百姓，使宁夏政治恶化。第二，历任宁夏将军及宁夏道、府、镇的官员大多数是满洲贵

族，而且很多是皇帝的“特简”⑤官员。他们恃特殊的身份和皇帝的恩宠，大胆妄为，加剧了

宁夏政治的腐败。如道光时宁夏将军和世泰、副都统存华被查出接受下级克扣兵丁银饷

及各项工程费用 14400两⑥。他们“片传佐领于月放饷银及马料尾零变价内按名摊扣，又

违例接受生辰、婚娶银两”⑦，而这些一、二品大员“俱系简任”官员。

黑暗的吏治环境，造成宁夏贪污案层出不穷。乾隆时揭发甘肃贪污冒赈案，总督以下

省道府州县官因贪污被正法、流放者 102人⑧。宁夏知府、固原知州、灵州知州、平罗知县、

宁夏知县等均属案内之犯。至道光年间，贪污案又屡屡揭发。“固原州知州陈栋接受前任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 21。
②《清高宗实录》卷 1368。
③《清文宗实录》卷 11。
④（清）左宗棠：《请陕甘乡试分闱并分设学政疏》，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53。
⑤特简，指皇帝对官吏的破格选用或在特定范围内选用某些官吏。
⑥《清宣宗实录》卷 323。
⑦《清宣宗实录》卷 325。
⑧杨怀中：《十八世纪的甘肃冒赈案》，载《回族史论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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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仓库两项各亏短数万；中卫县知县艾椿年接受前任交代，亏空七八万；道光八年

（1828年），杨遇春将藩库存银四十余万两，发交州县采买谷石，该提督阅兵时，亲见各州

县将预卖之项多半亏短……”①1851年，“陕西（甘）总督琦善之胞弟琦龄前在固原州、安

定县各任内，亏空甚巨，谎报完缴，率请开复，令各属代为弥补，以致无处不亏。宁夏亏数

最多……”②贪污已成为宁夏官吏的普遍作风。赋税征收，胥吏任意上下其手。官员“办理

开垦，意在见长”，谎报田亩，“其实并无其地，民间受累无穷，地方官枉得钱粮处分”。而

“发商生息，为累病民之最甚者”。官员将官银借贷商人，坐取高息。“道府与州县，猫鼠同

眠”，其盘剥之术，连历管钱粮的官僚亦叹为：“变幻离奇，不可思议。”③

民间资源，官府视为利源，竭力把持垄断。宁夏水利灌溉，官府攫为己有，任意敲诈民

钱。“甘肃宁夏水利同知一缺，本系冗员，书吏籍坝水摊钱，侵渔入己官吏视为利薮。而平

罗县之灾下游者，水不到梢。吏胥既缘以为奸，民田复因之受累。自前道和祥将民间摊倾

之钱，尽交道库，赢余亦为独得；厅中官吏，何肯束手旁观而专听道署支使，遂又有重派分

肥等弊。”④如此层层加派，农民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产积极性和再生产能力逐步丧失。

盐业为宁夏盐池地区百姓的重要生产行业，清朝对此项利源实行官营，设盐捕厅于

灵州惠安堡，为管理盐业生产和专卖机构，所产之盐由户部分配各地“盐引”为凭，由指定

的商人行销，当地人民不得生产和销售食盐。由于官府经营不善，盐课沉重和官吏中饱，

所产之盐成本过高，盐商往往亏损。及至清后期，盐区百姓自行生产，私自贩盐者日益增

多。私盐与官盐相竞争，形成“私贩充斥，官盐不能畅销”的局面。官盐生产难以维持，私盐

生产已成难以逆转之势，曾有官员鉴于此情况，奏请清廷放弃官营食盐，许民间生产、贩

运，官府只需“设局收税”，但陕甘总督及清廷户部反对此议，坚持官办，命令各地“文武各

官严缉”私盐⑤。官府与民争夺盐利，严重地损害了宁夏盐业的发展，私盐被严禁，造成人

民生产萎缩和生活贫困。

鸦片战争中的巨额军事费用和对英赔款，在战后都被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摊入地

丁赋税一并征收。这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宁夏百姓负担更为加重。官府压榨，自然灾害，宁

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残酷环境中艰难度日。那彦成曾指出当地“民鲜盖藏，丰收之年少，

歉收之年多，一遇水旱灾伤，不能不筹议赈恤。办理既多，为日又久，不肖官吏熟于其事，

第一章 晚清宁夏社会与民族运动

①《清宣宗实录》卷 174。
②《清文宗实录》卷 27。
③④（清）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25～126页。
⑤《清仁宗实录》卷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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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恤灾民之苦，转视为牟利肥已之端”①。灾荒之年，官府课税征求如故，民间无力交纳，遂

形成宁夏各地赋税“积欠”的现象。逃亡人丁所欠赋税，均摊给当地“活口包赔”，故“积欠”

之额有增无减，居民“年年输纳，竟为定例”，农民不堪赔累，“致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

生聚”②。

人民流亡是对封建剥削的消极反抗，它推动社会走向动荡，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封

建统治秩序，是阶级矛盾逐步激化的表现。由于封建军事镇压势力的强大，宁夏人民还没

有形成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运动，但零星的反抗斗争已经出现。道光年间，官府虚报垦荒地

亩，逼民纳税，“州县催征，鞭扑严急。百姓鸠聚数千人，赴藩司衙门，将农具呈缴，不愿为

农，器与屋齐，喧哗雷动，名为垦恩，其实欲与藩司为难”③。1859年，“宁夏口外匪徒乘间

肆扰”，往往持械反抗官兵。清廷命令宁夏镇总兵会同阿拉善蒙古兵巡查，于各关卡严密

稽查，“倘有内地民人私行出入，形迹可疑者，立即严拿审明治罪”④。这些所谓“匪徒”多是

由宁夏等处流落至阿拉善旗之流民。为维护封建秩序，1852年陕甘总督舒兴阿特制定办

理保甲章程八条，要求保甲编户：“宣示教化，互相劝诚”，“各境汉奸宜协同侦缉”⑤。这也

反映了宁夏及甘肃社会逐步走向动荡。

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表现是清军兵丁闹事，宁夏清军风纪败坏，官长营私舞弊，士兵

漫无纪律。“固原提督胡超克扣兵饷，署办戏装、置汰名粮、蓄养优伶……”⑥士兵心怀不

满，受检阅时行动迟缓，“校场漫无纪律”⑦。鸦片战争中，宁夏军队调往浙江、天津等地作

战，伤亡甚多，加上军饷减少，士兵生活更为困难，因屡有兵丁哗变之事，并与百姓反抗相

联络。1856年，“宁夏等处兵丁因请饷滋闹”⑧。士兵“时有出伍辞粮，阳为求饷，阴谋鼓噪

之事”。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该管官亦无如何”。兵将为“匪”，清廷认为：“设兵无以为

养，多兵反足为害，若不及时裁冗，恐有尾大不掉之患”⑨，决定裁兵三分之一。

清中叶以后，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西北社会内部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这一历史

①《那文毅公二任陕甘总督奏议》卷 21。
②《甘肃全省新通志》卷 17。
③（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12页。
④《清文宗实录》卷 281。
⑤《清文宗实录》卷 51。
⑥《清宣宗实录》卷 281。
⑦《清宣宗实录》卷 442。
⑧《甘肃全省新通志》卷 301。
⑨《清文宗实录》卷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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