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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李 锐

在中国历史上，宁夏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开发

较早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的地

方，宁夏是我们远古祖先活动的一处场所。早在夏商周时代，从

贺兰山到六盘山和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曾是北方游牧民族的

牧场。而到战国时期，秦国开始在这里发展农业，并首次设立行

政建制。得黄河灌溉之利，自古就有“塞北江南”之称（今叫做

“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创造了西北地区典型的黄河农业文

明。汉代，张骞打开中西交通之路，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文化交流

之路，其北道在宁夏南部穿过。宁夏是古代中原王朝之都长安

北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众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之地，

一些少数民族以宁夏为过渡地带，进而入居中原。宋代，以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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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国立国近 200年，留下了大量的

文化遗产。元明清以后，宁夏成为新生的回回民族主要的聚居

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远古人类的活动场所

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地区，这里无论是战火

硝烟弥漫还是开发建设，都深深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宁夏

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夏处在西北内陆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中国东南季风区、

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域的交会地带，地势南高

北低。北部宁夏平原东、北、西三面虽被毛乌素、乌兰布和腾格

里三大沙地沙漠包围，但黄河流经其间，水势平缓，土地肥沃。

中部是一片大草原，包括东面的鄂尔多斯台地和西面的山地、

山间平地。南部固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黄土覆

盖，山丘起伏连绵，沟壑纵横。宁夏的贺兰山和六盘山脉虽然海

拨均未超过 4000米，却因贺兰山岩画和毛泽东的《清平乐·六

盘山》而名满天下。在不足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如此

多样的地貌地形，构成了宁夏旖旎而雄浑的自然风光。大自然

鬼斧神工般造就的高山、平原、河流、湖泊、森林和沙漠，使这里

的自然景观奇异而多姿，秀美而壮观。黄河农耕文化、草

原游牧文化、神秘的西夏文化和回族文化

在宁夏都表现了鲜活的生命力，有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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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彩的文化遗存，如珍珠般点缀在宁夏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

上，为其平添了无限的魅力。

宁夏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中原王朝中央政府的京畿地区和

北国门户，因此将星闪烁，名人辈出。但在宋代以后，由于国家

政治中心内迁、经济重心南移，整个西北都处在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相对边缘地带。当中原和江南出现一些世界上最繁华的

都市商埠时，宁夏的许多地方还是荒漠和未开垦的处女地。如

果说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落后，那么宁夏则又处于中国比较落后

的地区。只有在 1949年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宁夏

各族人民才真正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新纪元。特别是 1958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后，宁夏的经济社会步入了全新的发展

轨道，在宁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祖

国各地的援助下，宁夏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奋发图强，艰苦奋

斗，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改革

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自治区

党委政府带领回汉等各族儿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改革

开放，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农业和城市化进程，千百年来由二

牛抬杠和牧羊鞭主导经济的历史被新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

改写。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大多数群众摆脱了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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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普遍提高。“塞上江南”焕发

出勃勃生机，2008年在由《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圈点新天

府活动中，美丽而富饶的宁夏平原以其崭新的姿态位列中国

“十大新天府”之一。

作为全国五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之一，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

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回族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 35.8%。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回族是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力、勤劳朴

实的民族，也是一个注重今世、向往后世、追求“两世吉庆”的民

族。她吸纳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丰富营养，又承载着伊斯

兰文化的优良传统。两大古老而伟大的东方文明共同哺育了回

族人民，塑造了回族独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内涵。回族人民历

来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比邻而居，相濡以沫，友好相处。在历史

上，回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同兴衰、共荣辱，谱写了一曲曲抗击

外侮、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悲壮之歌。1958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成立，翻开了回族历史长卷的崭新一页。50多年来党的

民族政策的光辉普照大地，深入人心。宁夏回族自治区依法行

使自治权力，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切实尊

重，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回族聚居区

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回族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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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光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回汉各族人民在长期

共同生活交往中形成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和睦相处的关系，各

族人民和衷共济携手谋发展，共同致力于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

设的伟大实践。

宁夏的发展朝气蓬勃，宁夏的面貌日新月异。一个崭新的

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宁夏正展示在世人面前。进入“十二五”时

期，自治区确立了新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奋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和谐富裕的

新宁夏。

从遥远的古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宁夏素有接纳八

方移民的传统和胸怀。可以说宁夏今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人士的奉献和帮助。进入新世纪

以来，宁夏以更加开发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欢迎来自世界

和全国各地的宾朋好友、各界人士及普通百姓来到宁夏这片热

土经商投资、务工就业和观光旅游。为了进一步提升宁夏的形

象，增强宁夏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给来宁的各界人士提供一套

内容全面、简要生动、特色鲜明的介绍宁夏的读物，由本区专家

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管理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编写

了《锦绣塞上》这套丛书。

丛书分为四册：《锦绣塞上·文明灿烂的宁夏》介绍宁夏的

005



J INXIU
SAISHANG

塞上 文明灿烂的宁夏
WENMING CANLAN DE NINGXIA

历史发展脉络；《锦绣塞上·神奇美丽的宁夏》介绍宁夏的自然

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锦绣塞上·生机勃发的宁夏》

介绍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锦绣塞上·团结和谐的宁夏》

介绍宁夏各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形成过程、回族发展和民族区域

自治状况。

《锦绣塞上》丛书以科学性、知识性为基础；以可读性和雅

俗共赏为基本要求；以生动活泼的笔调和图文并茂相结合为基

本形式。通过这套丛书，读者能够“走进”宁夏，感受和了解宁夏

悠久的历史和多元交融的文化、神奇美丽的景观和生动而鲜活

的现实社会，看到宁夏发展的美好前景。

由于编写者知识背景、工作岗位的差异和日常工作的忙

碌，书中的疏漏和舛错难免，敬请读者谅宥和指正。

最后，向所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心血和辛劳的同志们表示

由衷的谢忱！

是为序。

2012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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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五大省级民族自治区之一，在宁夏平原、六盘山

区和中部旱塬的广袤土地上，发现大批新、中、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同

时，六盘山古称陇山，陇山即龙山的转音，应为最早以龙为图腾的华夏人文

始祖“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和女娲的大故里（六盘山大文化圈），因此，这里

不仅是黄河文化和华夏根文化———龙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多元一体中华

民族大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可见宁夏虽是一个小省区，却蕴藏着丰厚的

历史文化。

筅 宁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

夏、商、周三代，宁夏地区是北方众多游牧部落的天然牧场和活动的大

舞台，正是他们率先对宁夏进行开发，使畜牧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这些游牧

部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演化为不同的部族，因而也有不同的称呼，先后

被称为荤粥、鬼方、猃狁和戎等。大约在战国后期，宁夏南北全境属于犬戎各

部落诸小邦国的领地。他们筑城自卫，互不统属。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

前 272年），秦国灭诸戎，在戎地第一次建立北地郡，宁夏地区属北地郡，纳

概 述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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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秦国的版图，宁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各诸侯国，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建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史称秦朝。秦实

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今宁夏全境属于北地郡管辖范围，郡治设在今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其在今宁夏境内的属县，北部有 衍、富平 2县，南部有

乌氏、朝那、泾阳 3县。

筅 秦汉时期的“新秦中”和“属国”

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年），大将军蒙恬奉始皇帝令，率 30万大

军，出击游牧在秦都北方的匈奴族，夺取黄河以南大片水草丰美的膏腴之

地，即今河套地区。秦军“因河为塞”，沿黄河修建 44座县城，徙“山东”（函谷

关和华山以东）灾民 70余万口到“河南地”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实行军民联

合屯垦戍边，并大修长城或凭借黄河天堑，以加强对匈奴的防务。在宁夏段

黄河东岸南部分别修建了神泉障（今吴忠市利通区和青铜峡市峡口镇一

带）、浑怀障（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两处军事要塞，以保护富平县

境内军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把原“河南地”从单纯

的畜牧业经济改变为种植和畜牧业经济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史书又把

“河南地”称为“新秦中”。秦中，原指富裕的关中八百里秦川。河南地的成功

开发，等于再造了一处新关中，故称“新秦中”。宁夏引黄灌溉开发的历史应

该始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初

步成为向内地输送战马和大牲畜以及其他畜产品的重要产地。史书称，六盘

山地区畜牧业在当时是“富名遐尔天下。”于是六盘山成为为秦都的重要门

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宁夏和整个“新秦中”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始

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年），嬴政病故，幼子胡亥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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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逆施，政局动荡，导致秦朝垮台。北方屯戍军民纷纷哗变自行散归。蒙恬开

边仅维持数年即草草收场，匈奴人又乘中原大乱，重新南下夺回河套地区。

秦朝在宁夏的开发是中央王朝开发边疆、开发西北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

活动，也是农业文明大规模进入宁夏和河套地区的开始，拉开了宁夏历史上

农业开发的序幕。

公元前 206年，汉朝建立，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部）。汉廷基本上

继承秦制，在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到汉武帝时，由于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

利，再次占领了河南地新秦中，并大量移民实边，人口增加，经济发展。

汉代今宁夏全境分别归北地郡和安定郡管辖。北地郡治在马岭（今甘肃

庆阳西北），上隶属于朔方刺史部，下辖 19个县，其中在宁夏境内除已知原

富平、 衍 2县外，又增设灵武、灵洲、廉等 3个新县。

安定郡治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原州），上隶属于凉州刺史部，下辖 21县，

其中在宁夏境内除已知乌氏、朝那、泾阳 3县外，又增设高平、参系言系、眴卷、三

水 4新县。

汉武帝时期，大将卫青、霍去病、公孙敖等多次出击匈奴，迫使右匈奴浑

邪王率数万部众归附于汉。汉廷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游牧部落，于元狩三年

（公元前 120年）分别在边塞 5郡辖区内各建立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内附

的匈奴部众在这里居住放牧，并在内部实行自治管理制度，史称“属国”，朝

廷派“属国都尉”驻国进行监管。其中北地属国就设在北地郡三水县境内，称

北地属国（后亦称安定属国、三水属国）。

汉匈战争结束以后，汉廷大规模“徙民实边”，并实行非常优惠的移民安

置政策，鼓励军民积极投身于边疆的生产建设和军事防守。自此，河套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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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胡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下，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包括今宁夏在内的沿黄

各县和整个新秦中大地，农业连年大丰收，人口日益增加，处处呈现一派繁

荣景象。“新秦中”成为当时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的试验区，被时人作为“新

富贵”的代名词，证明宁夏地区对于汉朝政权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西汉末年，汉室由盛转衰，特别是新莽执政时期，政治上腐败，阶级矛盾

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局势大乱。刘秀虽然力挽狂澜，匡复汉室，迁都

洛阳，建立东汉政权，而宁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开始走向下坡路。

东汉末年，历史进入三国、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荡时

期。宁夏一部分地区先后归属于魏、西晋和“十六国”中的前后赵、前后秦以

及赫连夏国的管辖范围。而北部则长期成为鲜卑、匈奴和羌族等少数民族的

游牧地方。秦汉时期修建成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农田荒废，边民流亡，农业经

济退为牧业经济。由于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如同走马灯般的变化，加上农民

（农奴）起义的冲击，宁夏山河破碎，县治或纷纷内徙侨治，或被省并。

到北魏和北周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基本上日渐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又

使得宁夏北部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甚至出现

了短期开发小高潮。所谓“塞北江南”的美誉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当时北部

设立薄骨律镇（后改为灵州），南部设立高平镇（后改为原州）。北部灵州，下

管普乐、怀远、历城、临河 4郡，辖境包括今宁夏平原各市县。南部原州，下辖

高平、长城 2郡，辖境包括今固原市所属各县和同心县大部分地方。

筅 唐代的北国重镇———灵州

公元 618年，唐朝代替短命的隋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唐初，在地

方行政管理上改前隋的郡制为州制，后改为道、州、府、县 4级。还在一些战

略要地设立节度使，统一大区的军政管理。并在边远地区设立一些羁縻州，

用以安置内归的少数民族部落。今宁夏全境上隶于关内道，南北分属原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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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州。北部灵州，即隋灵武郡，治回乐县。辖在宁夏境内的县有回乐、鸣沙、灵

武、怀远、弘静（保静）、温池、丰安（后并入回乐）、定远等县。在灵州城先后设

置过总管府、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理所。唐肃宗在灵州登基后，又一度升格

为大都督府。灵州境内还设过安置内归少数民族的羁縻州，前后有：皋兰、祁

连、高丽、燕然、鸡鹿、鸡田、东皋兰、燕山、独龙及鲁、丽、塞、含、依、契等州以

及安乐州，史书泛称为“六胡州”。

南部原州，即隋平凉郡，治平高县。辖在宁夏境内的有平高、百泉、他楼

（后改萧关）等县。今海原县和西吉县的西部则属于会州管辖。原州城曾设置

都督府，并一度改为平凉郡。后两度被吐蕃军长期占领，州治亦两次侨迁而

城废。

有唐一代，宁夏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屏障京畿的藩篱和门户。

唐太宗曾赴灵州大会“百王”，被各游牧民族共尊为“天可汗”；唐肃宗在“安

史之乱”中，又在灵州登基，完成反攻复国的中兴大业；设在灵州的朔方军节

度使，成为全国兵马最盛的天下第一军镇，从而锻炼了一大批汉胡高级军事

人才；灵州和原州境内，先后设置了许多羁縻州，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乐土。

突厥族首领阿史那社尔与衡阳公主（唐高祖李渊女），吐谷浑王诺曷钵与弘

化公主（唐太宗宗室女）的封地都在灵州境内；灵州引黄灌区也是唐代北方

营田的重要区域，农牧业经济发达，又有渔盐之利，更是中西交往的一条大

通道，所以宁夏虽然只是一隅之区，但在政治上、军事业和经济上都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

公元 907年，军阀朱温灭唐建梁，史称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动荡

时期，中央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建置和治所极不稳定。唯有灵州尤如屹

立在孤岛上的一座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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筅 以宁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

公元 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并逐步统一了中原和长江流

域大部分地区。但是，北方仍在契丹族辽国的统治下；西北塞外也被党项族

西夏政权所控制。公元 1125年，辽亡金代，所以两宋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

实际上处于北宋、辽、西夏和南宋、金、西夏两度三国鼎立的局部统一形

势中。

北宋的行政建制为路、州、县 3级。宁夏北部初为灵州辖地，始领回乐、

温池、鸣沙、灵武、弘静、怀远 6县，后改为回乐 1县和清远、昌化、保安、保

静、临河、怀远、定远、灵武等 8镇。公元 1002年以后，逐步被党项人占领，史

称“化外”。南部初为秦凤路（一度改属泾原路）原州辖地。宋至道三年（公元

997年），重筑古原州城，立镇戎军。宋大观二年（公元 1108年），增设怀德军

（治平夏城，即唐代石门关）。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 1182年），改镇戎军为镇

戎州，辖东山（今宁夏彭阳境内）、三川 2县和彭阳、乾兴、开远 3堡，天圣、飞

泉、熙宁、灵平、通峡、荡羌、九军、张义等 8寨。

公元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升兴州为

兴庆府（今银川），作为京都，史称西夏。境内先后设立过二三十个州级政权

和 12个监军司。今宁夏北部地区全部在西夏势力范围内，分别有兴、灵、盐、

定、怀、永、静、顺、韦（威）和西安等 10州和右厢朝顺军、右厢白马强镇军、左

厢静塞军等 3个监军司。西夏还将一些较大的堡寨升格为县，其中可查考者

有怀远县、定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等。公元 127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蒙古大

军所灭。

筅 蒙元大科学家郭守敬在宁夏主持兴修水利

公元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1258年，元宪宗蒙哥亲征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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