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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杨春光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

俊秀，民风淳厚，有着独特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特色 O 长期以来，诸多文

化元素在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互相融合，彼此影响，形成了以回族优秀

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 、红色经典文化、以"两山一

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

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和以改革发展为主

线的成果文化九大主流文化，造就了宁夏历史文化的根基与灵魂，成

为中华文化园地的一朵奇花。

近年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小省区能办大文化"和推进

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有关部门和广大历史文化工作

者依托宁夏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辛勤耕耘，编辑出版了 《宁夏历史图

经》等一大批优秀图书，对人们了解宁夏、认识宁夏发挥了重要作用 。

当前，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清楚地认识历史

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才能把握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

的有机统一 。这就需要学习和了解宁夏的历史和现实，通过了解和研

究宁夏历史，挖掘特点文化，为实现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服务。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编慕工作的启动，是内因和外因催生的结果，旨

在以"九大文化"为主线，系统介绍宁夏发展进程，进一步彰显宁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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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特色，打造宁夏历史文化品牌，促进宁夏文化的发展繁荣 。

宁夏地方史志工作的快速发展，为编慕《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打

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O 在我区近 30 年编史修志的实践工作中，培养

和锻炼了一批集研究和编辑于一身的地方史志专家，他们是编修地

方史话丛书的生力军 O 各级地方志书的出版，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

累，为编基地方史话丛书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 。 有了

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良好条件， ~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必将瓜熟蒂落，溢

出浓郁的芳香。

相信通过《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人们会看到宁夏从过去到今天

的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层面和更多的美丽 。

愿我们可爱的宁夏，在《宁夏地方史话丛书 》这个文化资源宝库

中，更为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有张力;愿我们的跨越式发展史凸显文

化的支撑作用 。

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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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沟先民留遗址

平塘湖远古好风光

1959 年 7 月，抢在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之前，中国考古研究所黄

河青铜峡水库文物调查组来中宁调查 县委办公室安排县科协干部苏忠深给调

查组带路，到恩和公社新堡大队南山坡考察。 他们三人骑上自行车，经新堡街过

七星渠，沿着当时新堡到古城的车路穿行在荒漠丘陵地带。 沿途荒家累累，瓦砾

散积。据当地老人说，这里是"汉瓦区" 。大约走了 2 里路，他们在黄花沟东岸的一

个山丘上停下来休息 。调查组专家一边休息，一边顺手捡起一些瓦片、石块，告诉

老苏:这是汉瓦，有绳纹;这是石刀，还有骨针……又指着远处露出地面的陶罐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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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那是汉代的葬婴罐……苏忠深是第一次参加考古活动，也是第一次接触考

古知识。 经专家们这一指点，感到自己好像走进一座文物宝库，脚下到处都是文

物 。他一边检，一边问，一会儿就捡了一挎包。他们边谈边记，忙了 1 个多小时。 由

于调查组第二天要去宁安公社他的向导任务也就结束了他把捡回的一挎包珍

贵文物珍藏起来，当成他此生学习中宁历史的"天书"。

中国考古研究所在青铜峡水库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中宁县文

物古遗相当丰富 。 自治区地质博物馆为此向区文教厅提交《关于中宁地区文物

古遗的调查报告》。 其中的附件《中宁地区文物调查资料}，列出了 8 处要求中

宁县政府实行有效保护的遗址 列为编号 3 的那一处便是他们考查过的黄花

沟东岸的"汉瓦区" 。 据附件记载，编号 3 遗址面积为 200 米x400 米，海拔 1189

米，调查人员捡到打击器、敲砸器 27 件夹在jp红陶片有绳纹的 12 件、素白的 11

件，夹砂绳纹白陶片 8 件，泥制红陶片 6 件 。 后来中国地图出版社 1975 年出

版的《中国历史图集》第一册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上，中宁黄花沟"汉瓦区"遗

址被标入其中 。

1978 年，七星渠高支渠通水以后，黄花沟两岸开拓为黄灌区汉瓦区"被垦



为农田 。 现在，这个古代遗址已成为中宁县新堡乡肖闸村的一个居民点，北距七

星渠 200 余米，东距新水公路约 700 米 。 1984 年，老苏随中宁文物普查队到这里

考察时，在村南的田间道旁发掘了一个灰坑，出土了一批兽骨、一根骨替及其他

遗物，西面的高压输电铁塔下散落着许多黑色的陶罐残片 。

中国考古研究所调查的 8 处遗址中有 2 处石器时代遗址，分别在古城风塘

沟南和恩和镇南沙窝。 后来的几次中宁考古又发现几处石器时代的遗迹 。 这些

石器时代遗址大约距今 3 万年。这说明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在这里生活，这里也是

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发样地之一。

商代，北方的鬼方等游牧民族已在河套地区游牧，西方的戎、羌等游牧民族

也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 。到了周朝，形成了华夏、东夷 、北狄、西戎、南蛮五大民族

集团 。 其中北狄中的捡犹和西戎中的义渠，都曾在这里活动 。

据周秦史料记载，阴山以南，陇山以北的河套地区是戎族的牧区 。 戎族原来

与周人生活在陇山一带。 周人东移到渭北发展成为农耕民族。 戎人也向泾水流

域东移，但仍保持游牧生活 。据《宁夏通史》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时，戎族曾派出

车骑参战。 那时，戎人已经从周人那里学会筑城技艺，初期把修筑的土城称为方

国，后来才把都城与方国区别开来。戎族下属的部族以方国为中心，区划管理，因

此有许多方国 。 当时 ，地处戎族后方的宁夏地区，不知道有多少方国，在中宁段黄

河码头流传至今仍称为黑水国，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国 。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

这一段黄河为北河，青铜峡以北的黄河称为西河。 中宁北河的黑水国码头是沟通

黄河两岸的古渡，北岸的郭家渡在今中宁余丁乡郭家山嘴，距古渡不远处的郭家

山主峰南侧至今遗存着数百幅文字史前的岩画 ，即黄羊湾岩画 。 这些岩画，应当

是在秦朝以前戎族还没有使用文字的时候遗留的 。

在西戎的历史上，最强大的部族是义渠戎国 。西周末年，戎族南征周廷，在驯

山下杀了周幽玉 ，推翻了存在约 300 年的西周王朝，对东周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

作用 。 春秋战国时期，义渠国始终与秦国对峙，在中原各诸侯国抵御秦国的斗争

中起了牵制作用 。后来，由于义渠王族对秦国的利诱失去警觉，长期沉洒于酒色，

于公元前 272 年被秦国的突然袭击彻底灭亡。其残部除了降秦者外 ，一部分投降

匈奴，另一部分在河套西北部游牧。 到汉朝时，仍有归附朝廷的义渠属国建制 。

秦国在商鞍变法以后国力强盛长期与秦国对峙的义渠等戎国屡败于秦。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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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文王七年(前 331 年)义渠战败以后，只好臣服于秦 。秦军占领了义渠国的都城

郁部(在今甘肃庆阳) ，于公元前 327 年将义渠国改为义渠县，由义渠王任县令，

纳入秦国的建制 。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 320 年) ，惠文王率部北巡义渠、胸衍等也戎人县。 惠文王这次北巡路线大致是从咸阳出发，经义渠县城，再由西北经乌氏

县，沿清水河谷到达北河。 那时的北河是义渠戎与河西诸戎的一道边塞 。 义渠戎

与秦国对峙很久，泾水流域是义渠戎力量集中的地区，但义渠戎后方的情况，秦

国并不了解。 秦为了摸清义渠等戎国的实力，在打败了义渠之后，惠文王亲自北

巡义渠戎的后方，北河是这次北巡的重点 。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件

事王游至北河。 "惠文王视察北河之后，便向东越过旱诲，到晌衍县视察。 向衍

县是一个弱小的戎部，在惠文王打败义渠戎后不战自降，与义渠戎同时置县 。 惠

文王在胸衍县接受了当地进献的一只五足羊，然后南下返回咸阳 。

在中宁历史上，秦惠文王是第一位在临视察的君王。他在中宁地区视察了些

什么，史学家没有记载。 但是，在这一段黄河上，当时可以看到什么，现在还是能

找到一些线索。中宁地处清水河谷的北段，清水河谷长 200 多公里，宽 10 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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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代称为高平川，是一道比黄河高，但又很平坦宽阔的河谷平原，自古就是兵

家重地。秦国在商鞍变法以后几乎年年用兵其目的就是要独霸西戎 。几乎每一

个秦国君主都指挥过战争他们对这一军事要地不会不感兴趣。更为有趣的是在

清水河谷与黄河之间横亘着一群高山山险河壮自成天笙。 这里的黄河渡口恰

是西北与中原的锁钥 。渡口处于群山环抱的两岸平原之中，这是镶嵌在黄河上游

的一处风水宝地 。秦国征服了义渠戎， 自然就成为这一片土地、这一段黄河、这一

处渡口的主人。现在，人们只要站在泉眼山顶上，便可尽览这处渡口的南北两岸 。

北岸郭家山主峰直隶墩的烽火台雄踞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和贺兰山的西麓 。 在直

隶墩的南坡，至今遗存着数以百计的岩画 。 这些岩画距郭家山渡口很近 ，在这些

岩画面前，人们不难想象那滞留在渡口上的先民们的生活遗迹，也不难发现先民

们余兴的种种记录 。至于渡口南岸的黑水国码头和码头附近的一些地名，例如茶

坊庙、轿子山、上桥 、下桥、长桥等 ，其中也可能是先秦已有的痕迹。

义渠国第一次降秦改县时 军队主力没有被秦国消灭 。秦国将义渠国改为县

级建制，在义渠县内仍然保留原来的体制，义渠国贵族仍在伺机抗秦 。 秦昭襄王

元年(前 306 年) ，义渠国势力大衰，再次臣服秦国 ，义渠王从此以"贵宾"身份长

住咸阳 。但是，秦国对义渠戎还不放心。秦昭襄王二十年(前 287 年) ，昭襄王又出

巡戎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王之上郡 、北河" 。秦昭襄王这次北巡是从咸阳

出发，沿东北方向走 ，到今陕北榆林一带(上郡)巡视以后向西视察黄河，到卫宁

北河以后沿清水河谷南下。

秦昭襄王这次视察上郡、 北河以后 ， 秦国终于下决心彻底消灭西戎割据势

力 。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 ， 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 ，秦国一举消 005 

灭了义渠戎主力 ，在义渠戎地区分设陇西、北地 、上郡 。 中宁地区属北地郡管辖， ，J'!(.":'项;

从此正式进入秦国的行政版图 。 丁、飞~tj

至于远古时期中宁地区的 自然风光可以从平塘湖的秀丽景色中窥其一斑。 凡时尸

位于中宁北山的平塘湖，被誉为远古时期的中宁"花果山"。

平塘湖是一个古老的地名，顾名思义 ，在远古时期应是一个湖泊，但随着干

旱，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 湖泊之中的水日渐干酒 ，湖泊也就消失了 。 目前的平塘

湖，只在一个较开阔的山间盆地里有数眼清泉日夜不停地喷吐着泉水，当地村民

修建起了一个可以浇灌 10 余亩土地的蓄水池。 在泉的周围，顽强地生长着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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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的几种树木，昭示着平塘湖昔日的辉煌。

2004 年秋天，中宁县文物管理所对中宁赛马水泥集团公司平塘湖原料基地

的水泥原料煤肝石中的化石进行了鉴别和研究 。 他们来到距平塘湖山泉不远的

煤肝石采挖地，只见一座很大的山头，已被挖掘机挖去了一小半，该山头表面的

泥土覆盖层很薄，几乎全为煤肝石。经考察辨认，在煤石干石中蕴藏着大量的树干 、

树枝以及各种蛋形化石，有人认为是鸟蛋化石，有人说可能是恐龙蛋化石，后来

发现了一枚化石的"蛋黄"中有清晰明显的果核，争论便不禁而止了，原来这些各

种各样的所谓的"化石蛋其实是远古时期的一个个植物果实的化石 。

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山中牧羊人告诉调查人员，这种化石在许多地方都有

发现。 后来在考察老牛湾石砌长城时果然在该处山头、山沟里也发现了被雨水

冲刷出来的化石。 那么，这些化石是什么植物化石?生长在什么年代?又是如何

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的地质资料，终于找到了答案。

早在那遥远的距今约 5 亿年-4.4亿年之前的古生代奥陶纪，人类生活的陆地上

是光秃秃的一片，没有任何植物，更没有任何生物，只在茫茫的大海中，生存着海

藻类植物和三叶虫、腕足类等海生元脊椎动物;到了距今约 4.4亿年4 亿年前

的志留纪，地球陆地上才开始出现了藏类植物，海洋中开始有鱼类出现;距今约

I "化石蛋"(植物采实化石)及其"蛋黄"(植物采核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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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塘湖植物采实化石

4 亿年-3 .5 亿年前的泥盆纪海洋生物逐步向陆地进化昆虫和两栖类动物开始

出现 ;距今约 3 .5 亿年-2.85 亿年之前的石炭纪，陆地植物和两栖类动物进入了

繁盛期，爬行动物出现。

生长在中宁一带的植物，从目前发现的化石中可以知道有很多木本植物 007

如:高大的鳞木、拟鳞木、奇异亚鳞木、斜方薄皮木、封印木 、芦木、科达树等 ，还有

众多丛生的草本攀缘植物如:模叶、模羊齿、须羊齿等 。 据此可知，早在 3 亿多年

前，中宁地区尤其是中宁北山的平塘湖一带，森林茂密，花草繁盛 ， 漫山遍野长满

了各种各样的植物。 由于当时陆地上还没有出现食草类动物，天空中也还没有出

现飞鸟，因此植物的生长不受其他生物的干扰破坏，造就了特有的植物生长环

境，所以才形成了百花齐放、万木葱荒、果实满枝的自然景观，犹如一座花果山 。

后来 ，随着地壳的运动变化，地球发生了强烈的造山运动， 山崩地裂，原来的

大海隆起变成了高山，高山和陆地下沉变成了海洋 ，大片的森林被深深地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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