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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河古城与硝河乡政府驻地

1980 年代的硝河城清真大寺  现在的硝河城清真大寺

 硝河古城俯瞰



 红军战士剧社在硝河城
 给红二方面军演出节目

 图正面为硝河城清真大寺、明代满四官邸遗址、红二方面军 1936 年 10 月住过的窑洞遗址

 苏家大坟中的石墓基和石盖板 明代建造硝河城清真大寺时用过的柱顶石



 硝河城清真大寺搬请教长场面

 往届寺管会班子成员



 部分荣誉

 硝河城清真大寺收藏的桌案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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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硝河城回族历史与伊斯兰教

一、硝河乡和硝河城

(一)硝河乡的历史沿革

硝河乡位于宁夏固原市西吉县ꎮ 这里素以自然环境恶劣ꎬ生活苦甲天下而闻名于

世ꎮ 西吉县位于六盘山西麓ꎬ全县总面积 ３１３０ 平方公里ꎬ耕地 １７４ 万亩ꎬ主要有葫芦河川

道平原区、西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和东北部土石山区三个地貌类型ꎮ 海拔 １６８８—２６３３

米ꎬ年均气温 ５.３℃ꎬ年均降水 ４００ 毫米ꎬ主要集中在 ７—９ 月ꎮ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 ９５

立方米ꎬ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ꎮ 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生态环境脆弱ꎬ十年

九旱ꎬ灾害频繁ꎮ

西吉夏商属雍州ꎬ秦属北地郡ꎬ汉属安定郡ꎬ隋属平凉郡ꎬ唐属原州平高县ꎬ宋属隆

德县ꎬ元分属开城府和静宁州ꎬ明清属固原州和隆德县ꎮ 民国时期属泾源道ꎬ后改属陇

东行政公署ꎮ １９４２ 年建制立县ꎬ属陇东行政公署ꎮ 新中国成立初属定西专区ꎬ旋属平

凉专区ꎬ后属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后称固原回族自治州)ꎮ １９５８ 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专区ꎬ２００２ 年属固原市ꎮ

硝河乡兴起于硝河城ꎮ 硝河又名苦水河ꎬ发源于须弥山ꎮ 城以堡名ꎬ城堡墙体遗

迹至今犹存ꎮ 硝河堡原属平凉盐茶厅管辖ꎬ肇自何时无从考稽ꎮ 根据史料ꎬ早在北宋

天圣六年(１０２８ 年)就在硝河置德胜寨ꎬ与天圣元年(１０２３ 年)建置的怀远城(今西吉

县偏城乡)为同一时代所建ꎮ (宋)韩琦经营边事以为隆德、静边、德胜、怀远四寨之首ꎬ

建军名德顺ꎮ① 就已发现资料而言ꎬ德胜寨与硝河堡ꎬ即今硝河古城的关系如何尚无法

确定ꎬ但根据硝河堡依山傍水ꎬ利于游牧和农事的地理位置分析ꎬ德胜寨很有可能即今

日硝河堡的前身ꎮ

硝河堡的名气ꎬ来自于其军事和地理位置ꎮ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经左宗棠奏

１

①隆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隆德县志»ꎬ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ꎬ第 ４５４ 页ꎮ 鲁人勇ꎬ等:«宁夏历史地

理考»ꎬ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１８８—１９８ 页将“德胜寨”记录为“得胜寨”ꎮ 待考ꎮ



请ꎬ朝廷同意升固原州为直隶州ꎬ上隶平庆泾固化道ꎬ下辖海城(治海城ꎬ今海原县城

关)、平远(治下马关堡ꎬ今同心县下马关乡)、硝河城分州(治硝河堡)ꎬ辖境相当于今

固原市和同心县ꎬ此为硝河有正式建置之始ꎮ １９４２ 年成立西吉县时ꎬ从固原县划拨硝

河全乡八个堡归西吉县管辖ꎬ共有村庄 ５５４ 个ꎮ １９４９ 年初ꎬ西吉县划为 ３ 镇 ６４ 乡 ６４

保 ７４９ 甲ꎬ其中硝河乡统辖 ８ 保ꎮ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ꎬ西吉县人民政府成立ꎬ全县划分为 ６ 区

５２ 乡ꎬ硝河属将台区第 ８ 乡ꎮ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ꎬ全县共分 ８ 个区 ５２ 个乡ꎬ由将台区的硝河、

隆堡、新堡ꎬ白崖区的大庄、窑庄ꎬ城关区的夏寨共 ６ 个乡组成硝河区ꎮ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ꎬ

全县又划分为 ８ 区 ４５ 乡ꎬ硝河重归将台区ꎮ １９５８ 年 ９—１０ 月ꎬ全县成立 １６ 个人民公

社ꎬ硝河改称红旗公社ꎬ辖 １２ 个大队ꎮ １９６０ 年公社名恢复原地名ꎬ仍称硝河公社ꎮ

１９６１ 年全县分为 ２５５ 个大队ꎬ１０２７ 个生产队ꎮ ２００３ 年ꎬ西吉县原 ２ 镇 ２４ 乡调整为 ３

镇 １６ 乡ꎮ 至 １９８２ 年ꎬ硝河为全县 ２６ 个人民公社之一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ꎬ全县撤销“政社

合一”的人民公社三级体制ꎬ恢复乡村制ꎮ 自此以来ꎬ硝河一直为西吉县的一个乡ꎮ①

２０１４ 年ꎬ西吉县撤乡并镇为 ３ 镇 １６ 乡ꎬ包括 ２９６ 个行政村ꎬ４ 个居委会ꎬ总人口 ５１.１ 万

人ꎬ其中农业人口 ４６ 万人ꎬ占 ９０％ꎻ回族 ２９ 万余人ꎬ占全县总人口的 ５６.８％ꎬ是宁夏人

口第一大县、少数民族聚居县和国家、自治区扶贫开发重点县ꎮ②

１９６９ 年前ꎬ硝河公社党政机构设于硝河堡内ꎬ因河水阻隔ꎬ出行不便ꎬ１９６９ 年之后

公社所有单位及学校迁往河东ꎮ 现乡政府与硝河古堡一东一西ꎬ隔河相望ꎮ 乡政府所

在地位于西吉县东南部ꎬ距县城 １７ 公里ꎬ西静(西吉—静宁)公路穿境而过ꎮ

１９９０ 年以前ꎬ这里仍以精耕细作ꎬ靠天吃饭的农业为主ꎮ 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随着改革

开放政策的延续和深入ꎬ当地开始出现大量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家户ꎮ 据硝河乡政

府提供的资料ꎬ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ꎬ硝河乡共有各类企业 １９ 家ꎬ包括砖厂、沙厂、淀粉厂、

榨油厂、面粉厂等ꎮ 隆堡村有 ５００ 亩拱棚种植示范园和 ５００ 亩日光温室示范园ꎬ种植

反季节蔬菜 １０００ 亩ꎮ 全乡畜牧养殖基地育牛２.７万头ꎬ存栏 ４９７０ 头ꎬ其中形成以关庄

村为主的养殖大户和专业户 ２０ 户ꎮ 硝河村养鸡合作社养鸡已超过 ２０ 万只ꎬ是全县养

殖龙头企业之一ꎮ 全乡种植优质马铃薯 １００００ 多亩ꎮ 马昌村主营交通运输业ꎬ有运输

货车 １２０ 多辆ꎬ从业人数达到 １９１ 人ꎮ 政府重视交通、水利、生态、教育等基础设施建

设ꎬ 全乡各村均通了公路ꎬ电视、电话入户率分别达 ９５％和 ７４％ꎮ 改造农电线网 １１１.８

２

①

②

西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续修西吉县志»ꎬ方志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１１１、１１６—１１９ 页ꎮ
西吉县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ｘｘｊ.ｇｏｖ. ｃｎ / ꎬ“西吉县人民政府>>走进西吉>>基本县情”ꎮ 查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ꎮ



公里ꎬ退耕还林 １７９７６.５ 亩ꎬ绿色通道 １２ 公里ꎬ机修农田 ３ 万多亩ꎬ兴修水库 ４ 座ꎬ小塘

坝 ７ 座ꎮ

２０１４ 年ꎬ全乡有市场 １ 个ꎬ中学 １ 所ꎬ小学 ８ 所ꎬ教学点 ４ 处ꎬ中心文化站 １ 个ꎬ卫

生院 １ 个ꎬ医疗卫生点 １２ 个ꎮ 通过全面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工作ꎬ参合农民达到 １００％ꎮ

(二)硝河城的历史沿革

硝河地处唐代开拓的“萧关道”辐射之地ꎮ 宋夏时期ꎬ北宋以镇戎军为中心ꎬ东南

西北各有干道ꎬ其中西去有二路:一路经怀远城(今西吉县偏城乡)到德胜寨(今西吉县

硝河乡)ꎬ南往羊牧隆城、隆德寨和静边寨等地(葫芦河流域)ꎻ另一路由德胜寨北去宁

安寨(今西吉县白城子乡)ꎬ再达西安州ꎮ①

图 １－１　 固原五属总图(见王学伊«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一)»ꎬ第 ５８ 页)

硝河城即硝河老城ꎬ筑修年代不可考ꎮ «续修西吉县志»认为古堡为北宋时期所

筑ꎮ 明成化四年(１４６８ 年)“土达”满四(满俊)起事自称“招贤王”ꎬ置王府于硝河城ꎮ

自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 年)设立固原直隶州硝河城州判以来ꎬ硝河城具有了显耀的政

３
①固原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固原军事志»ꎬ宁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第 １１８ 页ꎮ



治、经济和军事地位ꎬ为直隶州西南要区ꎬ与平远城、同心城、海城、打拉池堡共为“固原

五属”ꎮ① 平远城和海城为二县ꎬ同心城设巡司ꎬ打拉池堡设邑丞ꎬ设州判一员常驻硝河

城ꎬ为文职ꎮ 另在硝河城内设有武职千总一员ꎮ 文职州判年薪养廉银二百两、俸银四

十五两ꎮ 武职千总和马步兵俸饷同于固原州ꎮ 硝河城驻扎马兵二十八名、步兵五十八

名、守兵十八名ꎬ计一百零四名ꎮ②

关于增设硝河城千总一事ꎬ时任固原提督雷正绾曾报告左宗棠曰:

硝河城地处固原、静宁、隆德、会宁、靖远、新设海城等县之中ꎮ 周围相距

或数十里ꎬ或百余里、二百里不等ꎬ实为扼要之区ꎮ 从前汉回杂处ꎬ安抚以后ꎬ

汉少回多ꎬ现经添设固原直隶州ꎬ分驻硝河州判ꎬ即应设立营汛ꎬ以资巡防而

昭治理ꎮ ③

据«硝河城志»记载ꎬ硝河城自同治设立官署以来ꎬ旧堡城垣并未改变ꎬ面积约一里

八分七ꎬ城的长度约六百六十八步ꎮ 共有南门、北门和小南门三座城门ꎮ 境内有古城

山、风台山、贡页山ꎮ 硝河由西北向东南流过境内ꎮ «硝河城志»提及四种景致ꎬ分别为

风台山朝霞夜月的景色为“风台秀声”ꎬ堡内清真寺的邦克楼扉棂洞达可谓“岑楼清

幽”ꎬ南郊赤峰俯瞰山谷河水环绕而成的“清波环带”和城西山峦环抱云烟缭绕而成的

“山郭张屏”ꎮ

硝河堡内原有文昌宫、文庙、武庙、三圣庙、城隍庙、万寿宫等ꎬ有固原直隶州硝河

城州判衙署和固原城守营分防硝河城汛千总衙署各一座ꎮ 硝河城分州(治硝河堡)在

清代统领高园堡、马莲川、张春堡、马昌堡和本城堡共五堡ꎬ计有城乡户口 ９７４ 户ꎮ 其

中硝河堡所属村庄有:前浅岔、雒家大岔、官儿庄、半个堡、隆德堡、哈马岔、包陈庄、冯

湾、张家嘴头、白崖子沟、谷子湾、苏家沟口、苏家口庄、苏家垴、羊昌沟、小狼窝、大狼

窝、穆张寺、王家湾、后浅岔、张家庄、油房沟、硬家湾、凌家沟ꎮ 堡内有初等小学堂一

４

①

②

③

〔清〕王学伊纂修:«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一)»ꎬ“固原五属总图”ꎬ见«宁夏府县志辑»编辑组«中

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⑧»ꎬ凤凰出版社等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５８ 页ꎮ
〔清〕杨修德纂修:«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十二)硝河城志»ꎬ见«宁夏府县志辑»编辑组«中国地

方志集成宁夏府县志辑⑨»ꎬ凤凰出版社等 ２００８ 年版ꎮ
左宗棠、雷正绾:«奏请拟添硝河城千总并盐茶营都司与西安州汛千总互移事»ꎬ«军机处录副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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