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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 《吴忠日史》 是吴忠第一部采用按日、 按月、 按年方式

编纂的反映吴忠历史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 全书以时为序， 以事

为纬， 全方位、 多元化、 多视角地记述吴忠自有事物发端以来的

历史。

二、 《吴忠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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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具有鲜明特征、 地方

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吴忠全史。

三、 本书记述范围： 以 2014 年年底吴忠市行政区划为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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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本中原地名和行政区域名依历史时期命名。

四、 全书拟分卷编辑出版， 每卷独立成书。 大事沿用中国传

统史学的编年体例， 记载吴忠当时所发生的大事、 要事、 新事、

特事。 一些特殊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 因事

系
人， 该详则详， 该

略则略。 图照资料主要刊载具有重大影响和典型性的地图、 照片

和文献资料。

五、 本卷本时间断限： 上限自远古商周， 下限至 1949�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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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六、 本书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 数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为准， 计量单位以现行计量单位为准。

七、 本书文字和图片资料除注明者外， 其他均来源于吴忠市

地方志办公室、 档案局、 党史办、 图书馆、 各单位档案资料及有

关报刊刊登的资料和其他公开出版物的资料， 为求资料的真实

性、 准确性， 以便于查阅使用。

八、 有的历史事件为了保持历史原貌、 资料的完整， 不做评

论， 个别事件加括注。

九、 本书编纂得到了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 并给予大力支

持， 谨表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 错漏、 不正、 不足之处敬请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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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吴忠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永清

三万年前， 吴忠是旧石器古人类活动地区。 一万多

年前的鸽子山细石器时代， 更是延续了这一地区人类活

动的印迹。 公元前 214 年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 秦王

朝在统一的版图中设置了秦朝西北的治疆机构———北地

郡， 其治所富平县设在今吴忠。 自此， 中国史书中对吴

忠的记载， 有了更清晰、 更可读的历史痕迹。

历史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形成、 发展及其盛衰

兴亡的真实记录， 是前人的“百科全书”， 即前人各种

知识、 经验和智慧的总汇。 吴忠自有人类的万余年及

建城两千多年来， 每一天都发生着推动吴忠经济、 社

会、 政治进步的事情， 作为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

人， 我们有责任把历史大事记录翔实， 备留后人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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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借鉴。

《吴忠日史》 是我市编纂的第一部全史大型资料性

工具书。 全书以时为序， 以事为纬， 全方位、 多元化、

多视角地记述吴忠自有事物发端以来的历史。

打开 《吴忠日史》， 仿佛横亘在我们与历史之间的

帷幕骤然拉开， 《吴忠日史》 是岁月的眼睛、 历史的廊

窗， 记录着吴忠前进的足迹， 感受着吴忠脉搏的律动，

使人们清晰地看到： 在吴忠历史进程中， 有社会进步、

安定发展， 也有起伏跌宕、 峰回路转； 在吴忠历史进程

中， 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总结， 亦有历史的教训可资借

鉴。 这是一部煌煌之作， 更是一部资政、 存史、 教化的

史书。

今日之吴忠， 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 更加坚定有

力的步伐， 奋进在建设“五个吴忠” 的征程上。 吴忠几

千年来的辉煌史， 是不平凡的每一天汇聚而成的。 记录

好、 保存好、 传承好吴忠的每一天， 定会使我们及后来

之人， 从中汲取历史智慧、 把握历史规律。 我们要激励

斗志， 动员全体， 把吴忠未来的每一天都书写得更加辉

煌灿烂。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 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 借鉴

和运用历史经验， 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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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希望市地方志部门辛勤

编辑的 《吴忠日史》， 不但成为吴忠市各级领导干部的

案头常备书， 也成为吴忠人民的一般读物， 引领尊史、

治史、 学史、 用史的优良传统， 凝聚成建设美好吴忠的

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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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商周

公元前 25000 年左右， 吴忠一带即有古人类活动的遗

迹。 今宁夏水洞沟发现公元前 25000 年左右的古代人类活动

遗址， 经过对该遗址的多次调查和发掘， 发掘出当时人类制

造的各种石器和制造石器的材料 2 万余件。 这些事实说明，

公元前 25000年左右这里已经有远古居民在劳动、 生息。

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 在今青铜峡市蒋顶西鸽子山有古

人类活动， 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公元前 21

世纪， 今吴忠地区为华夏之地。

禹分天下为九州， 今吴忠古为雍州之地。

商代、 周初对周围少数民族居住之地称为“方”。 殷周

时西北部族被称为“鬼方”， 雍据北方也被称之为“鬼方”。

《易经·既济》： “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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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史

（远古—1949.9）

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 今宁夏北部黄河以东广大地区为朐衍戎游牧

居住之地。

公元前 1000 年左右 （帝乙三年）， 周王命南仲于朔方

（北方） 筑城 （“王命南仲， 城彼朔方”）。

公元前 626 年 （秦穆公三十四年）， 秦穆公用余由计谋

灭西戎八国， 扩地千里， 今吴忠地域纳入秦版图。

公元前 623 年 （秦穆公三十七年）， “秦用余由计谋伐

戎方， 益十二年， 辟地千里” （《史记·秦本纪》）， 遂霸西

戎。 今吴忠市辖区东部之盐池县时为西戎朐衍戎地。

公元前 320 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 惠文王巡视北边，

曾到灵州境内“游观北河” （黄河） 并朐衍戎地， 有献“五

足牛” 者。 设朐衍县， 为宁夏北部地区有行政设置之始。

公元前 287 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 昭襄王出巡， 北至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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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0 年 （秦昭襄王三十七年）， 置北地郡， 治所

在义渠 （今甘肃庆阳西南）， 今吴忠市所辖各市县均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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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史

（远古—1949.9）

秦

（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6）

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秦兼并六国统一

天下， 分全国为三十六郡。 今吴忠时属北地郡。

公元前 215 年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 派大将蒙恬率 30

万大军出击匈奴， 黄河河套以南包括今吴忠地域尽入秦朝版

图， 并沿河筑四十四城， 徙谪戍以充之屯守。

公元前 214 年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 于今吴忠境内置

富平县， 为今吴忠城市起源之始。 富平县属北地郡， 与北地

都尉同治， 境内有军事要塞神泉障， 为宁夏平原最早设置的

县治。 并徙民实之， 本地初步得到开发。

公元前 213—公元前 210 年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至三十

七年）， 开北地东渠 （秦渠） 和北地西渠 （汉延渠）。

公元前 207 年 （秦二世三年）， 诸侯叛秦， 秦所徙适戍

边者内迁， 匈奴遂渡过黄河入河南地， 今吴忠市所辖各县市

时复为匈奴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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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公元前 206—25）

公元前 206 年 （汉高祖元年）， 汉高祖刘邦派兵攻克秦

北地郡， 仍建北地郡， 治在马岭 （今甘肃庆阳北）， 并修缮

秦所筑黄河沿岸城障。

高祖初年， 忙于和项羽作战， 无暇北顾， 匈奴势力迅速

壮大。 单于冒顿灭东胡后， 西击走月氏 （音“肉支”）， 南并

河套以南的楼烦、 白羊王部， 直抵朝那 （音“朱诺”， 今宁

夏彭阳一带）、 肤施 （今陕西榆林南延安一带） 等地。

公元前 191 年 （汉惠帝四年）， 于今吴忠市境内首置灵

洲县， 隶北地郡。

公元前 183 年 （汉高后五年）， 征调河东、 上党骑兵驻

屯北地。

公元前 151 年 （汉景帝六年）， 时太仆牧师所辖诸苑

三十六所， 分布西北边郡各县。 其中灵洲有河奇、 号非

二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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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史

（远古—1949.9）

公元前 127 年 （汉武帝元朔二年）， 卫青领兵出云中

（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同时在灵洲境内黄河上架便桥， 直

抵高阙 （今内蒙古临河西北）， 逐南犯楼烦、 白羊王匈奴出

塞外， 收复黄河以南的河套富庶地区。

公元前 121 年 （汉武帝元狩二年）， 夏， 将军霍去病和

公孙敖同时从北地郡出军击匈奴。 公孙敖军迷失道路， 失去

进攻目标， 未能按原定计划与霍去病会合。 霍去病独军挺

进， 过居延 （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 大败匈奴， 斩 3 万

余人， 俘 2000 余人。 “乃分降者边五郡故塞外， 而皆在河

南， 因其故俗， 为属国”， 即置安定、 天水、 西河等五属国

以安置归附之匈奴部族。 其中安定属国都尉治三水县 （今吴

忠市同心县韦州红城水上垣村）。

公元前 114 年 （汉武帝元鼎三年）， 由北地郡南部析出

一些县置安定郡， 郡治高平 （今宁夏固原）， 三水县属之。

仍为安定属国都尉治。

公元前 106 年 （汉武帝元封五年）， 汉朝廷在全国设十

三州刺使部。 朐衍为朔方刺使部之， 北地郡属县。

公元前 93 年 （汉武帝太始四年）， 汉武帝出巡， 西到安

定、 北地郡。

公元前 24 年—公元前 21 年 （汉成帝阳朔年间）， 以冯

参为上河典农都尉 （典， 意即掌管）， 置典农城 （今宁夏吴

忠市辖区青铜峡境内）。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