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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j “盛时修志、志载盛世”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

， 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 三中全会以来，世逢盛世，修志大业勃兴，将使中华民

} ；族的这一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平罗县文化志》的出

版问世，是全县人民可庆可贺的一件大事。 ．

《平罗县文化志》记载了县境之内明水湖地区出土

的细石器文化遗迹，战国以来的贺兰山岩画，汉代的

城堡遗址，宋代的田州古塔，明代始建的平罗城钟鼓

楼及明筑长城，清代建筑的北武当山寿佛等、玉皇阁，

还记载了古今名人的诗文。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建国

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步伐，涌现出了不少作者的优秀作品，如具

有当地民族风格的戏剧、音乐、舞蹈、散文、故事、小

说、诗歌、歌谣、谚语等。还有明代驻平罗参将萧如熏

的诗作：《秋征》、《登南门楼》，清代平罗知事徐保

字撰修的《平罗纪略》，知事张梯撰修的《平罗纪略

续》．，训导王以晋和现任县长崔永庆咏： 《平罗八景》，

本藉诗人秦克温作《姚伏塔》等诗五首，今本藉回族作

者、丁一波著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哈大妈的盖碗子》等

枚不胜举。这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灿烂文化遗



产，充分反映了平罗人才辈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它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大作
用。，

借此之际，简写上述短文、权当为序。

马振江

． 1988年1月20日
注。马振江同志原任平罗县副县长，现任平罗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县志编委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平罗县文化志》编写成书，即将出版问世。文电

科的同志嘱我写序，’盛情难却，欣然应命，略述成志因

由及作用，以表庆贺。 ·

。《平罗县文化志》是在中共平罗县委、县人民政府

的重视和领导之下，又在县志编委会的指导下，有文电

科领导与修志人员几经寒暑，呕心沥血的丰硕成果o
· 平罗位于银川平原的北部、西依贺兰山，东临黄‘ ．

河。土地辽阔，平坦肥沃，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气候

宜人，引黄灌溉，树木成荫，年种年收，瓜果飘香，牛

羊满山，煤矿和工厂遍布城镇与山川，矿特产闻名中

外，堪称富庶胜地。显然这塞外江南的秀丽景色与大西

北奇丽壮观的景象溶为一体，它是镶嵌在祖国大好河山

中的一颗明珠。
‘

平罗早在四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

生息繁衍。古为游牧之地，秦属北地郡，汉建廉县(平

罗属辖区)，唐设警州，宋置定州，明置千户所，清置

平罗、新渠，宝丰三县，乾隆四年将两县并为平罗县至

今，是宁夏古老县份之一。生在平罗境内的先民们，在

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给后世留下了宝

贵的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 。



《平罗县文化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本县历史上

特别是现代涌现出来的民歌、谚语、诗歌、散文、小

说、戏剧、音乐、图书、广播、电影、电视等，还记载

了本县境内明水湖出土的细石器文化遗迹，战国、西夏

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贺兰山岩画，宋代的田州古塔和西

夏昊王离宫，明代的平罗城中心鼓楼及长城，清代的贺

兰山北武当寿佛寺、玉皇阁等。

古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之说。《平罗县文化志》的编纂者坚持运用了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的观点，用

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新

志书。这是一部对人民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乡土

教材，．她将为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素质，鼓舞人们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可以起到承前启

后的作用。

祝《平罗县文化志》问世，并向为修志付出心血的

同志致以崇高的致意。

． 孔学礼

·1988年2月1日

注。孔学礼同志曾任平罗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
． 席，现任县志编委会副主住、县志主编。



辩

集

二，本志在体裁上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

表达形式，以志为主，图表随文。在结构上设章，节、

目。编纂时除“大事记”外，各章均“横排门类，纵写

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三、本志的记叙方法采用语体文，文字上力争言简

意赅、准确、生动。

；四，本志上限以实际需要追溯，下限断至公元1985

年，个别情况略有浮动。．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把编纂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o ，

五、本志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

称“建国前，，)采用旧纪年，每目中第一次出现的历史

年号，注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

“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资料，均收集于各级档案馆档案、有

关部门统计数字、历代旧志、资料知情入或当事人的口

碑、历史文物及碑刻的文字考证。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

处。



围以现县行政区划为准，1958年至

、大队称，其前后以县，乡、村建

计量单位，除引文外，其他均用公



概 述

平罗县，地处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银川平原

北部。西傍巍巍贺兰山，东依滚滚黄河，全县9镇12乡、

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人口23万多人。

． 历史上，平罗无专职文化行政机构。有关文化艺术

事宜在清朝多由县知事、教谕执掌，在民国初年，由县

教育局(科)兼管，其下无文化设施。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十一月建“民众教育馆”，因经费拮据，仅

存在一年半，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停办。其时平罗文化

活动多由商会等民间组织发起。

新中国的成立，为平罗的文化事业带来了新生。县

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在县人民政府建立的同时设置，其下

相继成立了县文化馆、县图书馆、县电影公司、县电影

院、县新华书店、县广播站、县文物管理站、县秦腔剧

团等文化单位和艺术团体。之后又实行了文教分管，于

1984年2月设立“县文化广播电视科"。全县专业文化

艺术工作者达202人。农村和基层单位也普遍建立起图

书室、文化站、影剧院、电影队、广播放大站(室)、

业余文艺演出队等，这些文化机构的建成，有力地促进

了全县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

平罗历史悠久，4千多年前“细石器文化"的原始



民以及后来的酽狁、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党项

古代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息、繁衍和游牧。秦、汉

、宋、西夏、明、清等王朝相继在这里建州置县，驻

屯田移民开发，不仅促使了平罗地区的初步繁兴，也

今天的平罗人民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雄伟壮观的

代古长城，古朴生动的贺兰山石刻岩画，规模宏大的

夏离宫遗址，古老的田州塔，具有典型民族风格的古

筑以及明水湖细石器遗址和暖泉汉代遗址等。这些文

古迹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平罗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生

，为研究平罗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平罗的民间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历史的变迁，居人
迁徙，多民族的习俗，使平罗的民间文学艺术题材广

，内容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平罗地区流传的民间故

和民间传说有843个，谚语6048条，民歌320首，民间
蹈10余种。 、

平罗地处西北，以秦腔等地方戏最为流行，邱户戏

之。京剧、话剧、豫剧、黄梅戏、晋剧、越剧等剧
，过去流行不普遍，近年来或以电影电视为媒介，或

继来县献艺，已逐渐为县人所欣赏，而流行较久的皮

戏则已濒临绝灭。

建国前，平罗只有几个自乐戏班和皮影戏戏班。县

。入看戏，主要靠年节、庙会期间邀请外来戏班演出。19
5 1年，活动于银川一带的秦腔戏班“贺兰剧团”定居平

罗，更名“平罗民众剧团”，后发展为县秦腔剧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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