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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史。在石嘴山建市 50 周年之际，{石嘴山史纲》的出

版堪称一桩盛事。该书史料丰富、图文并茂，蔚为壮观，全景式地

扫描了石嘴山市生生不息的变迁历程，广角度地总括了石嘴山

市建设发展的社会全貌，既是一部要揽石嘴山历史的重要文献，

也是献给石嘴山建市 50 华诞的一份厚礼。

早在 4 万年前，石嘴山市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古生物

化石、贺兰山岩画等无不烙下了文明演进的足迹。自有史以来，

历代王朝曾在这里统驭管辖。 300 年前，石嘴山市曾是盛极一时

的水旱码头和北上南下的重要通道，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石嘴山

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 1960 年建市以来，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

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全市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自治区和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一座具有山水园林特

色的新型工业城市崛起于黄河古道之滨，屹立于巍巍贺兰山下。

2010 年 3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来石嘴山市视察时，对石嘴山市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修史"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0 {石

1 I 序一



嘴山史纲》以图文并茂的手法，翔实记述了石嘴山自然地理、历史沿革，又涵

盖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民族关系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真实反

映了石嘴山市历史文化的变迁，充分展示了石嘴山发展的辉煌成就，体现了

一代又一代石嘴山人为民族独立、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是

一部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翔实的石嘴山史书。这部《石嘴山史纲}，得到

了全国和自治区知名历史学家、西夏学专家吴忠礼先生的鼎力支持，他严谨

的治学态度使这部史书具有了重要的思想和史料价值。在此向吴忠礼先生

表示衷心感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石嘴山市面临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 国家深入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全面启动，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意见H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H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

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自治区政府《关于促进石嘴山市经济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以及国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全国

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自治区统筹城乡发展试点等宝贵机遇，为石嘴山又好又

快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始终铭记历史，传承

文化，弘扬精神，不断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大力推进经

济转型、工业强市、城乡统筹和项目带动"四项战略重点"加快建设科学发

展示范区、经济转型示范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生态文明

示范区，努力把石嘴山市打造成为西部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知名

的奇石湖泊城市、直居宜业的和谐幸福城市 。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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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为了纪念石嘴山市建市 50 周年，中共石嘴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编篡

出版一部系统介绍本市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的综合性大型图书，书名定为

《石嘴山史纲》。市委书记李文章对这部书的编写非常重视，亲自挂帅，担任编委

会主任、主编，并撰写序言。他还要求，(石嘴山史纲》要按照文化精品工程的高

标准认真打造，作为建市 50 周年的献礼书，给全市人民献上一份厚礼。

我认为采用编写家乡历史的方式来作为"市庆"的献礼，比较其他一般的形

象工程和献礼工程可能具有另一番意义。其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

这次编篡《石嘴山史纲》的过程中，发动全市各县、区和各单位积极配合，提供材

料，并组织史志专家参加编写工作，这实际上是在全市普及家乡历史的过程，其

本质就是还史于民。当人民群众重新拥抱历史以后，一定会以史为鉴，创造出史

无前例的新辉煌。相反，如果人民无知于历史，都是"史盲将如何承接前人的

智慧与教训?自身的素质也难以提高，一定会失去精神动力，发展与振兴也就没

有多大希望了。其二，文化是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和原动力，更是历史的

升华。历史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流向远方。今天的历史不仅是昨天历史的

延续和发展，而且经过沉淀、凝固和冷却以后，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是不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它就是历史文脉。共产党人最尊重历史，历史唯物

主义第一次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当然更不会让历史文脉中断在自已的手

中。《石嘴山史纲》的编写，正是让地域历史文脉得以延续的一种努力。其三，开

展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华夏历史文化的内涵，增进人们对祖国历

史、中国社会全方位基本国情的了解和感情，加深和丰富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和中国文化深厚历史底蕴的认识，进而把人们的"恋乡"情结，扩张和提

3 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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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从而大大激发人们建设家乡和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其四，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任重道远、永无止

境。今后的发展方向、重点和切入点，应该是向区域化研究推进(即地方史研

究)，把区域历史文化置于全国大传统大视野中进行考察，了解局部，强调个性，

使大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基础坚实、丰富多彩，更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其五，观照今昔，宣传家乡，表彰乡贤，服务社会，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

务，在还史于民的同时，还要让历史为现实服务以史为鉴"扬长避短，少走弯

路，争取更大的成绩。其六，<石嘴山史纲》的出版，在综合研究家乡历史的方面，

具有领先和示范的作用。宁夏的历史悠久，区位特殊，历史上往往被中央王朝

视为生死攸关的北国门户与战略要地。但是，宁夏各市至今尚少有对于本地历

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成果面世。《石嘴山史纲》的编写，虽然只是一种尝试，但

毕竟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在本市更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其七，<石嘴山

史纲》采用文图并重的编篡方法，从而使人们别开生面、耳目一新，让沉寂的历

史鲜活化和人性化，大大改变了史学著作枯燥、冷漠、难读、费解的不足，这在修

史方法上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总之，石嘴山市以总结历史，编写本市综合史书

的方式，作为"市庆"的献礼，本身也是一种既重视经济，也重视文化的表现，它

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 。 本书面向社会发行以后，其社会价值也一定会更加显

现出来，因为不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科学发展，起

决定作用的是人一一人的观念、人的文化素养，归根结底，塑造人们灵魂的文化

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驱动力 。

承蒙抬爱，让我担任《石嘴山史纲》的总寨，得有机会与诸位史学界同人一

起，共献绵力。数月间，适值盛夏酷暑，大家挥汗笔耕，挑灯夜战，圆满完成撰写

任务。 现在，又应市委领导之邀，代表课题组诸君再写几句感想，伴付简末，以

表贺忱，权充庸序。 吴忠礼谨识。

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吴忠礼

2010 年 8 月 26 日



凡例

1.全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唯物史观，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客观、辩证地总结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2. 本书为石。黯山市历史上第一部史纲。记述范围，以石嘴山市现行辖境为

基础，历史上所涉地域亦有简要交代;记述时间，上限不封顶，追溯至各项事业

的发端，下限统一截止到 2009 茸年底，个到地方延伸至 2010 年 8 月。

3. 由于石嘴山市在历史上区划变更大，书中所称"建市前un建市后以

1960 年 3 月 26 日石嘴山市宣告成立为界;所称"石嘴山 n u石嘴山地区""银北"

"全市 u..市境"等概念，均指今石嘴山市。

4. 全书文字量约 40 万字。其中清朝及以前约 15 万字，民国时期约 5 万

字，以上合为上卷，计约 20 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石嘴山地区解放)成立

以来的 60 余年，独立为下卷，计约 20 万字。

5. 按照图文并茂的编篡设计要求，在书前和文中，选配大量图片，不仅有

效提高史学书籍的可读性，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与观赏价值。

6. 书中所配各种地图，均为帮助理解文字的参考示意图，不作为疆界划分

的依据。

7. 书中的历史纪年，民国及以前，采用历史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地名采

用当时的名称，并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数据以地方官方统计部门所公布

的统计数据为准。其他如计量单位、简化字、标点符号和称谓等，均按国家有关

部门的规范要求进行规划。

1 国塑一



d 

8. 编撰书稿时，翻阅了正史资料，也参考了有关研究部门和个人的学术研

究成果及市县区志鉴等地情资料。其中所配图片，有的为编者自拍照片，有的为

石嘴山市各有关部门、单位和"石嘴山市成立 50 周年大庆筹备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提供;也使用了他人的作品，但受篇幅所限，加上主要转录于各地的地方志

等书刊，原件多未署名，本书只能在〈附注〉中以〈主要参考资料}{主要图照资料

出处〉注出以备查对，恕难一一标明作者，请予谅解。

9. 为了让读者扼要了解石嘴山古今历史的全程脉络，帮助理解境内所发

生各种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背景，特于书末以〈附录〉形式，提供〈大事年表} ，以资

参考。

10. 全书由上、下卷组成。上卷为历史部分，从秦朝至民国，接朝代分期述

史;下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程，分大类横排竖写，两者结合均与

"史纲"的要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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