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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事警辫瓣管i务,J警篓弓{参礼宁夏社会科学院 院长乡、∥1。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继承祖国优良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件大事。因此我们党的三代领导入，对于修志事业都非常关心。毛泽东同

志就十分喜读志书，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巡视大江南

北之际，所到之处，总要搜求当地方志翻阅o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就调阅了大

量四川方志，还辑选其中一部分，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不仅倡议

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还提倡利用方志，来提高领导水平。周恩来同志也重视

修志工作，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国务院设立了地方志小组，并亲自抓了旧志整理工
作。他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

有用的史料o”要系统地整理地方志”。“做到古为今用o”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方志，就是一种“官修”的国情书、地情书和行业情书。江泽民

同志对修志工作更是有过精辟论述，他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

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还说：“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

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据我所知，中央许多

领导同志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大力支持社会主义修志工作，纷纷为各级各类

新方志，尤其是为家乡的志书热情题辞、作序，使新方志大增光辉，令家乡父老倍
感荣耀。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总结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历史，以便“鉴古知今，信

今传古”．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所以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对于编修方志积极性

都很高，海原县虽然是一个贫困县，但是编修县志工作并不后人。从1985年成立

县志编纂委员会以来，受到六届领导班子和四套班子始终如一的关怀，加之县志

办全体同志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于新旧世纪之交。完成了一部

150万字的新<海原县志>o这部县志做到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篇日设置和编纂中，

不仅符合方志的一般体例要求。而且又突出了老、少、边、穷、小的个性特点；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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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赞的是，志书涉及时间跨度大．‘涵盖面宽广，选用资料精当而又丰富，堪称

为“海原全书”；在具体写法上，基本上做到了领属合理，条分缕析，事以类聚，以事
系人，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和详今略古的方志章法要求，收到了正本清源、探求规
律的特殊效益。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说：“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患永
不尽竭的光荣事业o”它将“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o”他还明确指示：

“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o”方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

的常青树，就是因为它有存史、资治、教化的特殊功能。可见从某个角度来看，志

书出版了，只是完成了修志任务的一半，还有“用志”的事更为重要。领导同志要
善于运用志书帮助决策，专业人员要从志书中发掘有用资料，同时志书也是对青

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总之，各方面的人士都能在志书中获取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只有这样，修志人员的辛勘劳动才能算得到好的回报。我想<海
原县志>正式出版发行，仍然任重道远，还有用志和续修两大任务在等着人们。这

就是我在写这篇序言时所特别想到的。
’

1999年4月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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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霎磊盏衾囊黼矗羹够．存三·海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夕．厂步

新编<海原县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古代海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各少数民族往来游牧，畜牧业较为兴盛。隋唐

于今县境东北部设他楼县与萧关县，是为本县最早的行政建置，宋取天都置西安

州。其后，宋夏金屡起战火，地方不靖。元开军屯之举。垦荒空前。明封藩王为牧

场，区域始有图可考；同治年改设海城县，文化渐兴。民国改名海原县，时逢外患

内战，灾害频频，民不聊生。苦难之深重尤以民国九年(1920年12月)发生的震惊

全球的8．5级毁灭性地震为最甚。

解放后，特别是自治区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海

原县历届党委和政府致力于地方建设与发展，坚持以农为本，科教兴县，兴修水

利，建设农田，修筑道路，发展畜牧。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工矿企业从无

到有；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文化教育水平逐年提高。本县

土地、矿藏、农牧等资源虽为丰富，但因受自然、经济等各种因素制约，经济发展相

对缓慢。因此，加速开发资源，振兴县域经济任重道远o

展望未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东部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重大调整，海

原必将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不可失，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除弊兴利，奋发图

强，实现全县36万回汉人民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海原历史悠久。但人文不兴。清代尚有<盐茶厅志备遗>和<海城县志>，民国

仅有一本<海原要览>o 80年代，全国掀起修志热，部门志、行业志纷纷问世。本县
亦成立了方志机构，但因编委会多次调整，编写人员几经变动，加之财力紧缺，以

致<海原县志>的编纂落后于形势。好在有志者事竟成，历经十四年寒暑，外调内

查，上访下问，广采博览，叙古述今，五易编目与志稿，洋洋百万余言，遂告成大功。

在此，谨向关心支持县志编修的各界人士以及为此笔耕不辍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

感谢! ．

新志编成，利在当代，惠及后世，实为本县资政之良策，存史之正书，教化之范

文。鉴古兴今．继往开来，海原必将迈向富裕文明的2l世纪!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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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记述海原县的历史与现状。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原县各项事业的成就与失误，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予

以记载。

三、记事“详今略古”，着重当代，以经济建设为重点。

‘四、遵循“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修志原则，本志分门别类，以类系

事、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章节式，综合运用述、记、传、图、表、录。

五、按照现代社会分工，本志采取小编体式，以部门、行业立志。

六、为追根溯源，本志上限一般起于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0年

底o 1990年以后的情况增补“限外辑要”予以记载

七、采用语体文，寓褒贬于记事之中，述而不论，必要处点明因果。

八、历代(包括民国)用汉字纪年，括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志书中的解放前(后)，系以1949年8月11日海原县解放日为

分界o
’

十、数据以统计资料为主，所缺部分则采用部门、行业核实后的

数据。

十一、资料来源于甘肃兰州、武威、平凉、宁夏银川、固原地区。档

案部门及海原县档案馆和有关单位，其它省市采访、调查、古籍、方志、

著述、报刊及海原县知情人的口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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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地处六盘山西北麓，属宁南山区。地理位置在北纬36。06 740”～37。047

32”，东经105。09 745”一106。10 700”之间。海拔1100～2955米。东连同心、固原，南

接西吉、会宁，西邻靖远，北靠中卫。境域辽阔，为全区第三大县，东西宽约80公

里，南北长约95公里，在册土地总面积6899平方公里(1982年普查为5516．456

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54人o 1990年全县53916户、298055人．其中回族

204541人，占总人口的68．6％0现有1镇、23乡、165个行政村、1104个自然村。

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内就有先民居住生息，“菜园遗存”闻名区内外。春秋战

国时期为戎人游牧区，秦汉时期属北地郡及安定郡，魏晋时期亦为少数民族占据，

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畜牧为天下饶。隋唐时期置他楼县与萧关县，为本县最早的

地方建置。宋夏金对峙时期，烽火连天，战事不断．西夏置南牟会及行官，吴王避

暑，宴乐歌舞不夜天。宋元符二年(1099)建西安州，天都堡寨林立，为西陲军事要

地。其后。夏、金先后入据o『元属开城路，为豫王军屯地，拓荒空前，农事大兴。明

分赐藩王为牧地，畜牧再度繁荣。成化年间设西安、镇戎、平虏守御千户所，弹压

地方，防备北虏。清隶平凉府盐茶同知辖，以至鞭长莫及，百废待兴。乾隆十四年

(1749)同知移驻海喇都，建厅署，兴水利．易风俗，修厅志。同治十三年(1874)裁

厅设海城县，定吏治，设儒学，行政机构始得建全。民国三年(1914)改称海原县，

属甘肃省平凉专区o 1949年8月11日，海原解放，属甘肃定西地区，1950年6月

复归平凉专区辖，1953年12月改属甘肃西海固回族自治州，1958年，划归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地区。 i
。

本县地质发育史早在元古初期，地层属河西走廊——六盘山分区，以第四系

分布最广；处于祁吕——贺兰山字构造前弧的内侧，有两大褶带、三大断陷盆地、

七大断裂，1920年海原8．5级大地震全球震惊，灾难空前，其震中就发生在南、西

华山——六盘山旋回褶带内。县境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区，南华山横亘数十里，．、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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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气寒，为宁夏第二高峰，具有山间洼地的黄土丘陵与侵蚀中山、低中山交错分

布。沟壑纵横，地形破碎；地势由南西向北东倾斜。全县有9个土类，以黑垆土、灰

钙土、黄绵土为主。古代，境内水草丰茂，植被良好；元代实行军队屯田，清代广招

流民开荒，至民国时期，生态环境日见恶化。解放后，天然草场占土地总面积的

53％，草被虽矮小，但有较强的抗旱性能。气候属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

迟，夏热短、秋凉早、冬寒长。年均气温7．212，降水量388．7毫米，无霜期125天。

十年九旱，风大沙多。河流多为间歇河，水量小，分属清水河和祖厉河两大水系，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7829万立方米；地下水以南华山和西华山为中心，动储量3807

万立方米。土地资源丰富，生产潜力大，且有分区发展农、林、牧业的有利条件。

矿产储量少，但种类较多．有煤、油页岩、铜、金、铁、铅、石膏、大理岩、花岗闪长岩、

白云岩、硅石、砂砾石、硫铁矿、盐硝、磷、粘土等可供开采。

清代，本县经济由牧业转向以农业为主，农业的兴衰制约着全县的经济发展。

至1990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3％；实有耕地128．2万亩，其中水浇地167200

亩，人均占有耕地4．2亩；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其次为糜子、谷子、养麦、豌豆、扁

豆、马铃薯等；油料作物主要有芸芥、胡麻、麻子等，年均播种17万亩，为宁夏主要

产油区之一，位居全区第二。解放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修建水库

35座、塘坝24座、引水工程13外、扬水站98处、机井503眼，库井灌区旱涝保收，

人畜饮水得以改善。农机化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现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46台、小

型拖拉机4310台、机引农具2097部、排灌机械277台，农用汽车159辆，总动力

102075马力。目前，粮食平均亩产由50年代的25公斤增至60公斤以上，总产量’

由1949年的1963．8万斤提高到1990年的14173万斤，年递增4．94％；农业总产

值由1949年的492万元上升到1990年的8265万元。由于农业生态系统还十分

脆弱，天灾频仍。粮食产量仍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o 1979年后，树立了大农业观

点，农林牧副综合发展，逐步向农、工、建、运、商经济型过渡，高崖的哈蜜瓜已名扬

西北五省。1990年。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93．2％

下降到57．8％，农业内部结构的种植业比重也由1 97 8年的8 6．7％下降到

64．6％，畜牧业在农业内部结构的比重由1978年的18．6％上升至27．5％，可望再

创辉煌；林业总产值已达562万元，比1975年增长4．8倍．天然林得以保护．经果

林发展迅速，独具地方特色的香水梨倍受青睐。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

目前已达5516个，从业者18420人，总产值由1978年的300万元上升到4850万

元，增长15．2倍。 ．’

海原解放前，仅有几家设备简陋的皮毛、油料、小农具、小五金加工作坊，41年

来，工业从无到有，至1990年，全县已有全民、集体、乡(镇)小型工业企业50个，

从业人员1912名。涉及农机具修造、金属加工、毛纺织业、食品、毛皮、建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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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木器家具等行业；兴仁水泥供不应求：二毛裘皮四处抢购，发莱、蕨菜远销国

外；因县境山大沟深，通电村庄不到50％；工业总产值2582万元：较1949年的

4．72万元增长546倍，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例约1：5，其产值占社会总产值9079

万元的28．4％；虽增长迅速。但底子仍很薄弱，管理落后，经济效益不佳。受地理

位置的限制，解放前本县仅有平银和兰银两条公路经过县境边缘地区，县内通往

外县的道路也只有海固和海靖两条马车道。为改变交通闭塞状况，解放后，投入

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至1990年，境内有国道1条、省道两条、县道4条，乡道18

条，全县24个乡(镇)有20个已通汽车。北至银川，西南至兰州，东南至固原、平

凉、西安，干支公路网络已初步形成。邮电事业发展较快，现有两个乡邮电支局、

10个乡邮电所，邮路畅通，邮件业务全面，电报实现电传化，电话用户逐年增多，历

史上的信息封闭落后状况已一去不复返。在商贸方面，民国时期，本县曾是陇东

主要毛皮集散地之一，但其它商品流通不畅，市场萧条；1949年仅有个体商户93

家o 50年代初期，国营、集体、个体三商并存，其后，受“左”倾政治运动干扰，取缔

私营商业，关闭农贸市场，造成物资紧张、商品短缺。改革开放后，国营、集体商业

一度复兴，个体商业空前发展，回族群众尤善经商，走南闯北，生意兴隆。至1990

年达千余家，集贸市场9个，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584万元，较1978年的1607

万元增长1．85倍，年递增9．13％；农副产品收购总值1885万元，商业(含服务业)

总产值926．6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6．5％o

本县地处偏鄙，自古人文不兴。清代由私塾而学堂，受教育者寥寥无几。民

国年间，地方多难，仅有中学1所，而许多小学则名存实亡。解放后兴学重教，在

校学生逐年增多，师资力量逐步加强。至1990年，全县有小学614所，在校生

49367名；专职教师1627名；中学29所，在校生11344名，专职教师591名；另有

教师进修学校、职业中学、幼儿园各1所。恢复考试制度后，考人大专1193名，中

专2716名。由于村落不集中，校点特别分散，设施简陋而不全，教育仍落后于社

会发展形势；民族教育尤为薄弱，影响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全县每千人拥有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3人，中专(含高中)33．3人，而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

尚有108471人，因此振兴教育，刻不容缓。历史上本县元医疗卫生事业可言。民

国三十二年前还没有专门医院，仅有少数个体行医者。群众患病后，轻者自抗或

用土方治疗，重者则求巫神或听天由命。解放后，逐步建成县、乡、村三级医疗、防

疫、保健网络。至1990年，全县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37所，病床274张，医务人员

486名。许多传染病和地方病基本得到控制，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

事业起步迟，发展缓慢。80年代后虽成立了各种学会、协会，但有名无实。而解放

后农林牧方面的科技活动从未间断，科学种田、良种推广与繁殖、经果林的引进培

育等已见成效，四级农科网在全县建立起来。群众性体育活动至70年代达到高

邗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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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80年代后，除学生体育正常开展外，农民体育走向低谷，职工体育每况愈下。

文化事业时兴时衰。解放后，群众文艺十分活跃，至80年代后期，文化工作得不

到重视，剧团倒闭，电影、图书门庭冷落，文学创作人员不多，但时有佳作发表。境

内的菜园新石器文化遗存、天都山石窟、西安州古城、九彩坪拱北等古文化遗址及

灵光寺天然林区可供游览。。 一

本县建置较早，历史悠久。各游牧民族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生活不，

能定居。宋之后，累经战乱，民众不得安宁。民国年间更是天灾匪患，苦难深重，

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家。解放后，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受自然

环境的限制，加之人口增长过猛(1990年较1949年人口净增3．4倍，年均增长率

30‰以上，计生工作流于形式，不尽人意)，使经济发展严重受阻。1978年前，人均

国民收入尚不足50元，至1990年达231元，城乡居民存款余额1502．7万元，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收录机、电视机、摩托车等已进入寻常人家。但本县仍属“三西”

贫困地区，据1985年调查，有62％的农户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处在贫困线上，

温饱问题还未解决，1990年尚有贫困户9225户、50060人，要使全县人民脱贫致

富，任务仍十分艰巨。

海原虽属全国贫困县，但回汉人民和睦相处，互济互助；民风淳厚，人性强悍；

为反抗压迫，清代有盐茶厅、海城暴动，民国有海固三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

泣。解放后人民更是吃苦耐劳，不屈不挠，敢闯敢拼，英才辈出；在长期的自然灾

害中奋发图强，从不怨天叹地，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明天。县境幅员辽阔，。

物产丰富，具有畜产品、豆类、油料作物、瓜果、蕨菜、发菜、蜜源植物、药材、金铜铁

矿、粘土、石膏、大理石、盐硝等十大资源优势，其生产潜力有待更进一步开发利

用。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创业精神，努力建设着一个

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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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春秋时期，今县境为戎人住地。

战国时期，义渠戎立国称王。海原为义渠国属地。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发兵灭义渠

国，置陇西、北地、上郡，今海原属北地郡o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北地郡析设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

海原属之o
。

．、

‘

东汉时，本地区曾被羌胡、卢芳、隗嚣占据。

魏晋时，先后受屠各、鲜卑等少数民族控制。 ．

十六国时，曾被前后赵及前后秦等国割据。

隋大业元年(605)，在今海原高崖一带置他楼县．属平凉郡。． ．．

唐神龙年间(705--707)废他楼县，以其地置萧关县，今海原分属会州会宁县

和原州萧关县o

唐广德元年(763)十月，包括海原在内的会州、原州同时陷于吐蓍。大中三年

(849)七月，泾源、灵武、邻宁、凤翔诸道兵分取安史之乱后没于吐蕃之秦、原、安乐

三州及石门等7关，海原重归唐朝。 ，

广明元年(880)，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奔成都，吐蕃乘大乱之际，再据原州、

会州，海原地区复为吐蕃所据。

中和四年(884)萧关县废o ，

。

五代时(907--960)，海原地区长期受吐蕃、党项部族控制。 ，

宋至道三年(997)，始分天下为15路，今海原属陕西路。

成平五年(1002)，党项族李继迁攻占灵州后，不久今海原地区(西夏称其地为

天都)的蕃族遂投向西夏一边。天都地居要害，西夏锐意经营建南牟会。成为重要

的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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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三年(10LO)，党项族李德明属下万子太保在天都山劫掠龛谷(今甘

肃榆中县)吐蕃倬克宗入贡马匹。

景事占三年，西夏广运三年(1036)，李元昊以地广兵众，因分左右厢，立12监军

司，其左厢神勇军驻天都山o
7 ⋯

’j

宝元元年，夏大庆三年(1038)，西夏野利遇乞领兵5万驻守天都山地区。号天

都大王。

康定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西夏由天都山出兵谋攻渭州(今甘肃

平凉)，与宋军战于好水川(今西吉什字)．宋军中计败。夏又攻刘瑶堡(今清水河

川)，不克，还屯天都o⋯”
⋯～‘

’’
⋯ 。。⋯‘

庆历二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k月，元吴纳妃没移氏．营造天都山，

内建七殿，极壮丽，府库馆舍皆备，日与没移民宴乐其中。九月，元昊于天都点左
右厢兵10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戎军(今固原)o定川寨一战，宋败。夏兵掠

渭州。
一

’

庆历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元昊杀天都大王野利遇乞。

熙宁六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西夏乙埋闻王韶攻瞎征于河州，乘隙

点集兵众渡河，驻天都山及芦子川，约马衔山、龛谷诸族为援，欲扰宋，俄闻韶破河

州，乃退兵。

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宋五路攻西夏。十一月初七，李宪大军由兰州

经女遮谷、弩扎川、屈吴山至天都山下，焚烧南牟会及行宫。泾源路副总管刘昌祚

率兵在没移隘口(今海原李旺一带)与夏扼守兵决战，夏兵溃败。

元丰五年(1082)一月，夏人重修南牟城。七月，西夏集12监军司兵及诸州僧

道会于天都山等地，进攻镇戎军和三川寨o 。·

元桔二年，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k月，夏人梁乙逋召集12监军司兵会于天

都山，并约吐蕃首领阿里骨出兵。攻宋熙卅、河州。+· 一

‘元桔七年、夏天裙民安二年(1092)二月，夏人为便于出入，于没烟前后峡(今

苋麻河川)筑寨垒o j’ 、

‘。绍圣四年，夏天桔民安七年(1007)元月，北宋泾原钤辖王文振攻夏军于没烟

峡，拔其堡寨，斩杀3000余人。十二月，宋熙河、秦凤两路军破白草原(今甘肃会

宁县境)抵天都山，直入夏天都监军司所，因夏人将粮粟窖藏远徙，宋军粮竭无食，

饥死者过半，遂无所得而回。 ‘。，：

元符元年，夏天桔民安八年(1098)二月，宋筑九羊寨(今海原县李俊乡)o五

月，宋出师没烟峡筑寨两处，六月毕工，分别赐名荡羌寨、通峡寨。十二月，西夏统

军嵬名阿埋、保泰军监军昧勒都捕，领夏众以牧畜为名，伺机攻宋。宋遣第11将

郭成和第12将折可适率万骑出荡羌。分6道并进，直入敌帐擒夏嵬名阿埋、昧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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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捕并其家属。斩俘3000余人，获牛羊10万余只，乘胜夺取天都山，将所获人畜

安置于灵平、镇羌、九羊、通峡、荡羌各寨。
。

元符二年，夏永安元年(1099)四月初七日，宋调环庆、熙河、秦凤、泾源4路军

队5万余人于秋苇川、洒水平、南牟会构筑城寨。秋苇川赐名临羌寨，洒水平赐名

天都寨，南牟会赐名西安州。任命折可适为西安州知州，兼沿边安抚使。八月，修

筑碱隈川堡寨，名定戎堡(今海原甘盐池)o ．．．1

_。

北宋收复天都山后，将原从甘肃镇原至固原的驿道延伸至西安州，沿途设石

门(今海原李俊寺口子)、秋苇川(今海原贾塘乡)、南牟(今海原西安乡)3个驿站，

全长200余里。 ‘，‘ ～一：’
、 一‘ ，j

，崇宁四年，夏贞观四年(1105)，宋建萧关城(今海原高崖乡上店坊)。
’

大观元年，夏贞观六年(1107)，宋于平夏城、镇戎军、通峡寨、西安州分别设置

名为裕财、裕国、裕民、裕边4个都仓，将当地所收田、户两税中每石拨出一斗贮藏

之，以备歉年o 。 ． ·
7．J|

r’ 、-

政和四年，夏贞观十三年(1114)，任种师道为西安州知州。

靖康元年，夏元德七年(1126)初，宋廷南迁，无力北顾。九月，西夏乘机攻陷

西安州，州判任得敬降夏，夏任其为西安州知州o“j ：
．

金天会八年(1130)，西安州被金人占领。

金皇统六年(1146)，金以西安州等沿边地赐西夏二。 一：．：

夏光定六年(1216)十二月，西安州又被金人占领。7 ， 。_’。

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1227)六月，夏亡，海原为蒙古人占有。一，

元至正十八年(1358)，元豫王阿刺忒纳细失里屯田六盘山地区，占有今海原

大量荒地，农牧兼营并建都于西安州。 ’：一I’ ；
一一‘

j．’

明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遣平章俞通源兵指西安州，右丞薛显以精兵

5000袭豫王，王驰遁，尽得其人众车畜，徐达以西安州俘众千余徙北平。一

洪武三年(1370)，明以西安州、武源(延)川、海喇都等189堡赐楚王为牧地。

洪武二十三年(1390)，楚王调拨武昌护卫前所600户、官军1500名屯牧海

喇都。 ，

’。
7，‘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蒙古乜先部寇西安、海喇都等地，大掠而去。

天顺三年(1459)，海喇都营始筑小城(今县城地)，周二里，高丈余。 ：。

t成化四年(1468)，开城县土达满俊(满四)起兵，众数万人．称“招贤王”，其影

响遍及今西吉、海原、固原各地。据石城(今西吉县火石寨乡)与明军交战300余

次，历时半年方被剿灭。 ‘?’。 ～．|‘’ 一+

。

“

．‘

成化五年(1469)，马文升增设西安守御千户所，驻兵1000余人，辖墩塘2l

座，屯田300余顷o’‘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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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七年(1471)，兵备佥事杨勉增筑海喇都城，周四里三分，高阔皆三丈，驻

军948名o ，-

1。 ∥， ．

成化八年(1472)．在铲削修筑边墙、墩台、屯堡的同时．新筑干盐池城。

成化十二年(1476)，设平虏(今同心县境)、镇戎(今李旺乡境)千户所。
一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鞑靼部族小王子攻克西安守御千户所，杀伤明军120

余人，掠去衣甲弓矢等物数百件。 ； o r一

：弘治十七年(1504)，总督秦纥筑红古城。 ． ，j
。

，嘉靖五年(1526)七月，诏设固原白马城、黑水、红古城、干盐池四官仓o

嘉靖八年(1529)，大旱．飞蝗蔽天．民不聊生。三边总制王琼命固原守将刘文

发兵8000余人，修筑自环县响石沟至下马关、平虏所、红古城、海喇都、西安州一

线坍塌的边墙壕堑200余里o

‘万历十一年(1583)闰二月。楚王华奎将西安州、海喇都牧地交还官府。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鞑靼卜失兔部屯海喇都，扑掠军民o

崇祯九年(1636)三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由环县占领固原北之镇戎所，又攻

海喇都、西安州等地。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海喇都地震。震级5．5，裂度7，边墙、墩台及民房

损坏严重。 ’

崇祯十三年(1640)，甘肃大饥，海原地区“奇荒。人相食，户口寥落o”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起义军再破海喇都城。 一

清顺治三年(1646)。平凉府盐茶同知着手清丈固原以北今海原、同心土地，招

人垦荒种植o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宁夏中卫南、海原北部地震，震级7．5，裂度9—10，境

内西安州泉源壅塞o ，：
‘

：

雍正四年(1726)，裁撤卫所，其屯地及原明藩王牧地尽归盐茶厅，继续招民

开垦。’ 一。
t

，，

．，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初九日，于海喇都修建盐茶厅署。九月，厅署落成。

乾隆十四年(1749)初，盐茶同知自固原正式移住海喇都，同知朱亨衍o ．．

乾隆十七年(1752)，由朱亨衍、刘统等人修成<盐茶厅志备遗>，为本县历史上

第一部地方志书。 √ ．1．

_’。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月十五日，盐茶厅小山(今海城镇山门)田五(亦名田

富)阿訇率众起义，占据西安州，在清兵的镇压下，转战沙沟、打拉池一带。五月，

田五等在狼山台一带与前往镇压的陕甘总督李侍尧、固原提督刚塔激战中负重

伤，遂自杀身亡，起义失败o。

清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盐茶厅署所属平远所(今同心县豫旺乡)清军回民



大事记 5

把总马兆元响应陕西回民起义，首先打起反清旗帜。九月，盐茶厅各地相继起义。

同治二年(1863)--月，驻防盐茶厅之凉州镇总兵万年新闻固原城失守．即率

部往援，行抵李旺堡被回民起义军包围，万年新兵败被杀o‘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

在杨大娃子、李得昌、马明普、田成吉等率领下，攻占盐茶厅城，同知庄裕嵩被杀二

同治三年(1864)四月，清廷全力镇压回民起义军。五月二十日，起义军在回

民首领张保龙(李俊堡人)“坚意投诚”清军的影响下，盐茶厅城被“献缴”o清军在

叛首张保龙协助下，诱擒固原8名回军首领，先后攻取固原和盐茶厅城。

同治八年(1869)九月十六日，左宗棠属下黄鼎、马得顺进军盐茶厅，陕西义军

禹得彦被迫西走打拉池，清军占据盐茶厅城。十二月初八日，清军周绍濂、魏光

焘、丁贤与起义军战于石峡口外。十二日，黄鼎攻起义军于盐茶之老虎沟、鸦儿湾

等地。

同治十年(1871)二月，清军魏光焘部之魏纪錾击义军马聋子于红羊坊；周绍

濂击义军李百宽于贺家堡。起义军首领多数遇难o 。’：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左宗棠上疏改盐茶厅为海城县．另置海城县分驻打

拉池县丞。 ·， 、

‘j

光绪元年(1875)，海城县奉旨清丈地亩，重新定赋o

光绪四年(1878)，在县城内修社仓6间，储粮六百三十八石六斗。
?

光绪六年(1880)五月，知县陈日新组织乡民重修红古堡桥和牌楼山桥。

光绪九年(1883)，奉旨豁免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间的民欠粮石。

光绪二十一年(1895)．河州回民马海、马匡匡、赵百发等30余人潜入海城西

乡，联合乡民田百连、李尔赛等百余人进行起义。五月初七，起义队伍逾城，杀死

知县惠福及其眷属多人，焚烧县署大堂，救出关在狱中的当地回民首领李倡发等。

是年，蠲免正项粮一千一百一十六石三斗六升八合五勺，耗羡粮一百六十七

石四斗五升五合三勺o‘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初五，雨雹大如卵，南山一带牛羊千余死于雹灾o

光绪二十六年(1900)，县境亢旱，民大饥，灾区树皮、草根被挖剥充饥，饿殍载

道，人相食o
： 。

是年，马三水、马可可、冯老八等于海城大沟门揭竿而起，提督邓增派马步练

军镇压，起义失败，马三水等40余人惨遭杀害。 ，

“。

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张时熙在县城内始设高等小学堂o √

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清廷在县城内设巡警总局，时配汉回巡长、巡副各2

名，巡丁6名。下设巡警分局9处。冬，进行户口清查，全县计6930户、47540人，

其中回族4269户、39051人，占总人口数的82．1％；汉族2661户、8489人，占总人

口数的1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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