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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贺兰山志》是宁夏回族

自治区第一部山水志．全书

将贺兰山地区的地貌、资源

和民族特点与军事志的显

著特色有机结合．融地域性

和资料性为一体．着重记述

贺兰山的军事历史和现状、

其内容鲜为人知，对了解贺

兰山、开发贺兰山是一种有

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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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宁夏军区司令员 常贵祥

宁夏军区政治委员 扬锦岭

《宁夏军事史志丛书》是研究、整理和记述今宁夏境内历代军

事斗争历史的系列丛书，是宁夏军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办公厅关

于军事志续修工作通知的具体成果。《宁夏军事史志丛书》在宁

夏军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和《宁夏军事史志丛书》编纂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下，由军区原副参谋长孙生玉担任主编进行具体编纂而成，

为宁夏军事斗争历史填补了空白。在此，对《宁夏军事史志丛书》

的陆续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宁夏军事史志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弘扬先进军事文化、准确反映

宁夏军事斗争历史为己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今宁夏境内军事领

域各方面的历史情况和发展变化，是一套十分难得的客观详实的

通俗军事历史读物。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记述了宁夏古

今重大军事事件。几千年来，由于宁夏地处边远，加之战乱频仍，

致使军事历史资料留传较少。时至今日，欲研究、探索宁夏军事斗

争历史规律，仍然比较艰苦和困难。孙生玉同志不顾年迈花甲，数‘

载辛勤笔耕，知艰难而奋进，终于编纂成书。这种披荆斩棘之功，

有利后世后人，对于宁夏地区军事文化的开掘、发展，其功劳不可

泯灭，其精神尤应弘扬。



2 贺兰山志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队

编成、指挥体制、军事训练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信息技术为中心

的军事高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新军事革命。

当前，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六大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的战略部署，着眼于“打得赢”和“不变

质”两大历史课题，借鉴宁夏历代军事斗争经验教训，探讨宁夏地

区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打牢人民战争思想基础，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高

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丛书付梓之际，特缀数语，以示贺忱1

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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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宁夏军区司令员 陈二曦

在宁夏军区历届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宁夏军事史志丛书》已

在军内外陆续出版发行，这是宁夏军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和兰州

军区关于军事志续修工作指示的可喜成果。数千年来，由于宁夏

战事频繁，行政区划不断变化，致使军事资料留传较少且散落各

处，收集、整理和研究十分必要。《宁夏军事史志丛书》纵贯古今，

史料确凿，考据精研，文言雅洁，是一套难得的军事史志读物。学

问之途，尤其是军事史志鉴的编纂工作异常艰辛而寂寞。孙生玉

同志不愧为全军军事志专家，他澄怀书案、不计名利，广征博引、皓

首穷经，历经艰难而不懈怠，辛勤地耕耘在宁夏军事史志的沃土之

中，确属功在当代、利在后世后人，读之令人感佩不已。

纵观《宁夏军事史志丛书》各卷，编纂者在宁夏军事史志领域

有重大突破，对古今宁夏军事斗争历史进行大跨度的系统研究，编

者以重大军事历史事实为依据，对于前人鲜有论述的问题进行多

角度、多层次的记述和探讨。不难看出，自有文字记述的历史以

来，今宁夏地区与祖国各地联系紧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宁夏虽然境域常变，但是军事斗

争一直引人注目。秦皇汉武曾经用兵宁夏，唐宗宋祖也曾发兵远

征，成吉思汗、康熙大帝先后驻跸固原州城和宁夏府城，历代文臣

猛将相继涉足宁夏、建功立业。毛泽东率中国工农红军翻越六盘

山，并写下辉煌诗篇《清平乐·六盘山》，成为宁夏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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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宁夏军事史志丛书》后，倍感历代守土的艰难，无疑增加了我

们今天加速开发宁夏、维护社会稳定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大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安全因素依然存在。对

于人民军队来说，要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这是

我们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向信息

时代的转变，战争已开始向信息化形态转变，它将彻底改变机械化

战争时代的军事斗争方式，过去的军事斗争准备模式也将发生根

本性的改变，信息化时代呼唤着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

战略方针，富有成效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当前，扑面而来的

世界新军事变革，将催生新的军事理论、军事知识、军事装备和新

的作战样式，研究整理军事地理环境史料是进行新军事变革实践

的迫切要求，也是省军区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既要了解新

军事变革的走向，及时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又要研

究、总结本地区军事地理环境对未来军事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做好

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各级领导和机关要思想敏锐，跟踪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动态过程，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了解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分析新矛盾，拿出新对策，以加速实现我军的跨越式

发展。

我先后工作在原乌鲁木齐军区和兰州军区机关，到宁夏军区

任职不久，仅把宁夏南北匆匆跑了一遍，就已深深地爱上这片沃土

和勤劳的回汉各族人民，决心在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及自治区党

委的领导下，与全区各族人民、宁夏军区全体官兵一起，为建设宁

夏、开发宁夏、保卫宁夏作出自己的贡献。

书前数语，以示祝贺1

200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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