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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唤出的建设社会主义

祖国的最强音：
、

．、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人民走向21世纪的一个新起点；

西部大开发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人民奋进的主旋律，随

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实现小康，奔向富

裕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

开发西部，首先要认识西部、了解西部。基于此，我们向

读者呈献上“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

这套书不是纯学术著作，却有着深厚的学术内涵，耐人咀

嚼；这套书也不是文艺作品和游记，但它却以生动优美的文笔

咏物状景，绘声绘色，读之引人入胜。这是一套集学术性、知

识性、通俗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丛书。

中国的西部，依今天约定俗成的认识包括12个省、市、

自治区，即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5个自治区及陕西、甘肃、

青海、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和重庆市。中国的西部地域辽

阔，占中国陆地面积近60％；中国的西部又是一个多民族、

多元文化的集合地区，我国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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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的27个、119个民族自治县中的82个在西部；中国的西

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不同的地域和民族，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

情，它们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西部正待开发，它的神秘性对外部世界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也许，这种神秘性正是其文化蕴藏丰富性的标志。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向读者系统介绍中国西部独具

特色的历史传统、民族民情、地物风貌、风土特产。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以一县、一市、一地立题，又

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特点、民族特色的旅游热点或将成

为旅游热点的地区为立题首选对象，重点突出，以点带面。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各分册包括概览、风景名胜、民

俗风情、地方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名人、名优特产、珍禽异

兽、奇花异木、交通旅游等内容，为读者了解相关地区的多元

文化提供简洁明了的指南。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编纂中力求达到八要，即新：从

历史的文化的视野观察，做到视角新、材料新；特：特有的、

特点鲜明的；名：国内外著名的，当地有名的；重：重大的、

重要的；准：材料准确且有权威性；美：文笔优美，可读性

强；简：简洁扼要；图：图文并茂。

“中国西部风物志丛书”将成为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认

识西部的入门指南；将成为世界上一切关心中国西部的人们了

解西部的一个窗口，一套案头必备的读物。 ，

果若如此，斯愿足矣。我们热切期盼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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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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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位于银川平原中部。市境

地理坐标为北纬38008’一38053’，东经105049’一1060357。一
银川平原是我国八大平原之一的河套平原的西南部分，一称西

套，位于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原为新生代断陷盆地，

经黄河长期冲积和贺兰山长期洪积而成，呈北偏东向延伸。银

川市境居其中段，南北长82公里，东西宽64公里，总面积

3 499平方公里。 _

银川市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貌分属银川平原和

贺兰山地两个分区。银川平原由贺兰山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和黄

河冲积平原组成。前者海拔1140—1700米，宽10公里左右，

．沿贺兰山东麓呈带状展布，倾斜度为10％o。30％0后者海拔

1100—1200米，宽38公里，地势平坦，地形开阔，地表完整，

土层深厚，沟渠棋布，湖沼星罗，引黄河水灌田，农业生产条

件优越。 。

贺兰山的中段在银川市境内，长70公里，海拔3000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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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最高峰敖包疙瘩海拔3556米。山体东坡陡峭，形成了嵯

峨雄伟的地貌景观。海拔2000～3000米处，是以云杉、油松

为主的贺兰山次生天然林的主要分布区。贺兰山是我国近于南

北走向的著名山脉之一，巍然耸立于宁夏西北部，中段高峻宽

阔，成为银川平原的天然屏障。既减轻了西北寒风入侵的强

度，又减缓了沙漠的东移。贺兰山林区是宁夏三大天然林区之

一，仅中段就有天然林31．7万亩(包括内蒙古境内的西坡)，

成为我国风沙干旱森林生态系统的典型地带，难能可贵。这些

天然林和人工林的存在，不仅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对涵养

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都发挥了良

好的作用。植被茂密的山谷，流水含沙量少，侵蚀轻微，常流

水相对充沛，这对减轻山洪灾害有明显作用。

按全国气候分区，银川市属中温带干旱气候区。远离海

洋，大陆性气候明显。气候的基本特征是：降水量小，蒸发量

大，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风力

强。年平均降水量203毫米，蒸发量1 595毫米，日照时数

2 800～3 000／J、时，日照率65％一6{9％。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

140．144千卡／平方厘米，是全国日照时数和太阳辐射量最多

的地区之一；年平均气温8．5 oC，昼夜温差13 oC～14 oC，无

霜期157天，风速2．2米，秒，是我国多风沙天气的地区之一。

从四季来说，春暖迟，秋凉早，夏热短，冬寒长。此外，还有

春季风沙多、秋季降雨多的特点。 ·．

银川市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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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文化深厚。水洞沟遗址(位于银川市东南30公里处

的黄河东岸)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这片土

地上繁衍生息，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夏、商、周

时期，先后出现过薰鬻、猃狁、羌、戎等族。

战国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始置北地郡(治今甘肃宁

县)。秦因之，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今银川市全境属之。秦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遣大将蒙恬率兵30万人出击匈奴，

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的黄河以南)，并筑城屯驻，拉开了

银川平原大开发的序幕。银川平原开渠引黄河水灌田，从此

发端。
’

r，

两汉时期，银川市全境仍属北地郡。当时北地郡先治马岭

(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移治富平县(今宁夏吴忠西)。北地

郡下属县与今银川市有关者有：灵洲县(一作灵州县)，汉惠

帝四年(公元前191)置，治今吴忠市北，今银川市东部属

之；廉县，西汉始置，县城在今贺兰县暖泉农场附近，距今银

川市区西北约30公里，灵武县，西汉始置，治南典农城(今

青铜峡市邵岗乡西)，今永宁县及银川市郊区西部属之。

西汉时期，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大兴开渠引水灌

溉，促进了银川平原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片新垦区出现了

“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

贫民于北地等郡，大批汉族民众移居银川平原屯田戍边。流经

今银川市境的两大干渠唐徕渠与汉延渠，相传均始修于汉代。

汉末，这里频遭战乱，治所内徙，百姓逃亡。经济衰退。

三国至西晋，宁夏北部，包括银川市全境，都成了羌胡、

鲜卑族的牧场，没有郡县设置。 ‘i

东晋十六国时，匈奴族铁弗氏酋长赫连勃勃于东晋安帝义

熙三年(407)建立大夏国，自称天王、’大单于。公元4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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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取长安后称帝，据有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定都

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并把据传建于西汉时的饮汗

城(今银川市东郊)改建为风景游乐园林，名为丽子园，成为

赫连勃勃的行宫御花园。

南北朝时，今银川市境属薄骨律镇(后改灵州)管辖。薄

骨律镇，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置，治今吴忠市北，为

重要军镇。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改为灵州。西魏因之，

北周仍为灵州，并置总管府。薄骨律镇及灵州所辖郡、县与银

川有关者有：怀远县，北魏始置，治所在今银川市区东郊，原

为赫连勃勃所建的丽子园，北魏时民户增多，置为县。这是今

银川市区设县之始；怀远郡，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置，

治怀远县，辖今银川市区、永宁、贺兰及青铜峡市、石嘴山市

部分地区。

南北朝时，银川平原的社会经济一度得到恢复发展，特别

是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在任期间(444～456)开挖艾山新渠

(约当今银川市西的西干渠上段)，修复旧渠，增加了灌溉面

积，使农业丰稔，生产的粮食当地自给有余。公元446年，奉

魏主之命，调粮五十万斛给沃野镇(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供

军需，而且是自行制造运粮船200艘，开黄河上游大规模水运

之先河。北周时，多次移民屯垦，这时，银川平原就有了“塞

北江南”的美称。 ．

隋、唐时，今银川市全境属灵州(其间曾改灵武郡)。灵

州或灵武郡所属县与今银川有关者有：怀远县(治今银川市城

区)、弘静县(后改安静县、保静县)，在今永宁县望洪乡附

近。这一时期，银川平原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唐朝朔方节度使

曾驻灵州。唐贞观年间，北方突厥、铁勒等少数民族诸部归附

唐朝，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亲临灵州，会见数千名少



’

堡 堕 参

数民族首领和使者。铁勒诸部请共尊唐皇为“天可汗”。唐王

朝在灵州设置安乐等州，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民族团

结，政治安定，经济进一步发展。唐时，’今银川平原渠道纵

横，见于史书者有：汉渠、御史渠、百家渠、胡渠、尚书渠、

七级渠、光禄渠、特进渠、薄骨律渠等。相传唐徕渠汉代始

建。唐时扩建延长，并招徕民户垦种周围土地，故名唐徕渠。

水利灌溉发展，使这里水田连片，果树成荫。正因为这一地区

战略地位重要、经济实力增强，“安史之乱”时，唐肃宗李亨

才在灵州登基，并以这里为后方，统率大军，平定叛乱，收复

了长安。到了唐末五代这里又成了吐蕃侵扰及各割据势力争夺

之地，战乱又一次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宋朝立国之初，银川全境仍属灵州管辖。宋太祖开宝年间

(968～9r75)，将怀远县、保静县改为镇，又设临河镇(治今永

宁县东北、银川郊区掌政乡南)，均为灵州河外(即黄河西)

之镇。 ，

这时，唐末五代割据在夏州、银州(今陕西北部靖边、横

山一带)地区的党项族拓跋部强大起来。拓跋部首领曾被唐朝

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李姓。宋朝建立以后，拓跋部归附宋

朝，宋仍维持其定难军节度使的职位，并赐赵姓，双方相安无

事。到了宋太宗时，宋王朝统治巩固，欲削弱各地割据势力，

就把当时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族首领李继捧召至京城，收回

了由其统领的夏、银、绥、宥四州之地，另派官员前去。继捧

的族弟继迁逃往夏州以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

召集党项各部落，竖起了抗宋自立的旗帜。宋咸平五年

(1002)。李继迁率部从宋军手中夺取了灵州地区，改灵州为西

平府，把统治中心从陕北迁来。继迁之子德明继位后，又迁至

怀远镇，并改名为兴州。这是银川设州之始。德明之子元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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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前后，在河西走廊击败吐蕃、回鹘诸部，先后夺取了凉、

甘、瓜、沙、肃等州(今甘肃武威、张掖、安西、敦煌、酒

泉)，解除了抗宋立国的后顾之忧。于是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如创文字，立官制，设监军司，去唐宋赐姓，改姓嵬名等

等，为立国作准备。在宋宝元元年、夏大庆三年(1038)元昊

立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改兴州为兴庆府，作为国

都，自称“兀卒”(意即天子)。元吴立国后，锐意图强，数次

大败宋、辽军，巩固统治地位，开创了大夏国190年的基业，

共传十帝。 ．

西夏版图“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地方万余里”(《西夏书事》卷十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

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青海东北部。行政建置有府、州、

县等。今银川市是西夏统治中心，国都兴庆府(后改中兴府)

所在地。西夏王朝存在的190年间是银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

页。西夏时期，农业、商业，特别是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

展。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和境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西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公元1227年，蒙古军经过六次攻打西夏(其中有四次为

成吉思汗亲征)，终于攻克了西夏国都中兴府，西夏灭亡。

蒙古汗国中统二年(1261)，在西夏故地始置西夏中兴等

路行中书省，治中兴府(今银川市城区)。至元三年(1266)

到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间，时而撤省改路，时而恢复省的

建置．多次变动。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中兴府路改置宁

夏府路(寓意西夏地区安宁)，宁夏由此得名。后又置宁夏行

中书省，元亡而废。元代在银川平原政绩最可书者应是郭守敬

治水。诸路河渠提举郭守敬在银川平原重点修治了唐徕、汉延

两条于渠及其他正渠10条，大小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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