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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银川市位于宁夏平原中部，黄河水越境而过，贺兰山挺拔屹立，素有

"塞上江南"之美誉。银川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城时间已逾两千多年。其

文化多元鲜明，中原文化、边塞文化、河套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

兰文化等多种文化激荡交融，孕育和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和精英人物，他

们著书立传 、吟诗作赋 、篡志修记留下丰富的地方文献和艺文史料。

千百年的历史积淀，留给今人丰富的精神食粮和文化宝藏。 两汉至隋

唐五代时期的银川 1 ， 一批著名文人创作了不少脸炙人口的作品，且多为方

志收载，得以存史传世。 唐宋年间，银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

一些著名诗人留下大量吟诵贺兰山和黄河的诗句， 其中尤以边塞诗为盛。

西夏以儒治国，造文字、制礼乐、建蕃学，文化特色独树一帜。 明朝，就藩宁

夏的庆王朱棉编著了宁夏历史上第一部志书一一宣德《宁夏志~，开启了明

清两代宁夏修志的全盛之期 。 及至近代，创作、出版的各类地方志书、地情

书籍和报刊读物，成为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后，银川地方

文献的数量和质量空前提高，内容涵盖了社会、经济 、文化、军事、教育等方

方面面，民族文献、西夏史料、边疆资料和革命史料也得到了发掘和整理，

其中不乏颇具代表性的著作问世，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

要意义。

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银川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篡的《银川艺文志~，

是首部反映银川地区古往今来艺文精粹的专志，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也

为我们研究整合地方著述提供了一个有益探索。该书秉承"求真务实，经世

致用"的思想 ，兼顾了古籍整理和今人研究，对银川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文化



产品进行了钩陈研究 ，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保存史料、传承文化具有不

可估量的意义。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 0 ~银川艺文志》的编篡出版 ，是对银川地区艺

文资料的深入挖掘和提炼，对于引导和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植根

于文化沃土，弘扬贺兰启然、长河不息的银川精神，以文化的软实力推进

银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研究转型发展时期的银川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编篡《银川艺文志》是我市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市政府，向参与此书编篡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

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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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钱秀梅

2016 年 12 月于银川



例凡

一 、 《银川艺文志H 以下简称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银川市志》总体编篡要求，在编篡内容上坚

持存真求实，突出文献性、资料'性 、代表性和实用性。

二、本志上限不定，下限断至 2014 年。 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以现行银川

市行政区划为准，包括兴庆区、金凤区 、西夏区、永宁县 、贺兰县和灵武市。

三 、本志通览古今，对银川地区古今文人作家创作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

及历代遗存的碑刻牌坊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收录，除古代艺文外，重点收录银

川市作家作品，选录部分有代表性的著作、文章、诗词赋、文学作品并对作者

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余列为题录或目录，部分涉及自治区作家的作品 。 本志

受资料所限和编写者水平影响，所录标准难免未能达到完全一致。

(一 )第一章 古代艺文的收录标准为非宁夏籍人士在银川从政及生

活期间所作有关银川地区内容的著作，突出记述了诗词赋、疏奏议论、颂

赞记铭。

(二)第二章 地情类著作收录严格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五

版)进行分类，收录范围为 :

1. 所收录的银川地方文献为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银川 1 "概念性区域的、公

开性出版的图书及文章(银川籍人士在本地或外地 、非银川籍人士在银川从

政及生活期间所创作)，依据图书及文章题目主题词分类并进行编排，同一类

目所收文献，贝Ij按书目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列，书目中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

2. 鉴于贺兰山 、黄河、回族 、西夏等在银川的历史地理方面具有举足轻



重的位置，所以一并收录其中 。

3. 由于该书为艺文志，故侧重收录银川相关的文史哲、宗教文化、经济

社会、历史地理、地情( I日志、旧志整理、年鉴)等类别的著作及文章。

4. 本书目基本著录格式如下:

著作:

书名:副书名及说明文字 / 第一责任者，其他责任者，版次及其他版本

形式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月，丛书名

文章 :

论文名 / 第一责任者，其他责任者/出版物名称，出版年、月

(三)第五章 民间文学收录了部分反映银川地区的故事传说、歌谣、谚

语，其余列为目录。

(四)第六章碑铭牌坊选录部分在银川地区发现、出土的碑记和墓志

铭，并对史料中记载明清时期银川地区的牌坊进行了梳理。

四 、志书中涉及历史纪年，凡中华民国前，均以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时期，以民国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

接使用公元纪年。

五、志书中涉及的古地名，一律括注今地名 。

六、作者凡首次出现，一律作简介，后不再赘记。

七 、部分文字因年代久远，资料迭失 ，无从考证，以"口"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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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银川历史悠久，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生活在银川的各族人民不

仅创造了元比丰富的物质文化，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 优越的自

然条件以及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文学活动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银川文献从古至今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较为丰富，不仅包含了具有特

色的贺兰山 、黄河文献，还包含了极具特色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西夏、回族文

献。 这些文献涵盖了宗教、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科技文献等类型。

银川古代文献以旧志为主体。旧方志中收录了从两汉至隋唐五代银川

的一些著名文人创作的不少有名的作品，形成了这一时期著作的一大特

色。 譬如宣德《宁夏志》、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

志》 、《银川小志H灵州志迹》等，为银川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另外则是

文集著作中涉及议论边防策略及记述战争经过的文章较多，还有少量札记

和诠释儒家经典的著作。诸如北地郡灵州籍的傅玄、傅戚 、傅畅等文人之作

在全国较为有名 。 西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傅玄是灵州傅氏家族中著作较

多的一位，著有《傅子~120 卷、《傅玄集~50 卷、《相风赋~7 卷、《周官评论》

12 卷以及《魏书H五礼仪H古今画赞》等，可惜多告供。

中华民国时期由于银川经济、文化落后，创作、出版的图书甚少，主要

有地方志类的《朔方道志H宁夏资源志H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此外还有

一些地情书、民族宗教及其他类图书留存于世，如《宁夏农政七年H宁夏水

利事业H宁夏机械工业H伊斯兰教三字课本》等。 中华民国时期，还曾先后

编辑出版了近三十种刊物，如《宁夏省政府公报~~新宁夏H宁夏水利专刊》

《宁夏教育》等 ，是研究民国历史的重要载体。

. 1 . 



等民川艺丈志

新中国成立后，银川地方文献的数量及质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其中

在旧志整理的过程中，涌现了高树榆、陈明献、吴忠礼等学者代表。 新编

地方志也取得了丰硕的果实，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著作有 《银川市志》

(上、下) ，其他还有《贺兰县志H永宁县志H灵武市志H银川城区志H银

川市郊区志H银川市西夏区志》和《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志》以

及各种行业志，记载了银川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反映了银川市的历

史与现状。 银川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

诸多优秀的文献作品 。 诸如贺吉德关于贺兰山岩画研究、洪梅香关于银

川回族文化研究的系列成果以及于小龙出版的 《百年银川 (1908-2008) ~

等 。 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西夏简史H西北五马H中国伊斯兰文献著

译提要H中国藏西夏文献》。

以诗歌形式颂咏宁夏地方，早在《诗经》和《汉乐府》中就已出现。 唐宋

年间，银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著名诗人留下了大

量吟诵朔方、塞上 、贺兰山、黄河的诗句，甚至不乏大唐盛主李世民这般人

物。而骚人墨客们以诗歌咏颂宁夏者，要数边塞诗人留下的诗篇最多。其中

有王昌龄的《塞下曲~，王维的《使至塞上~，高遍的《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

得征马嘶~ ，岑参的《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 ， 李益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暮过回乐烽H夜上受降城闻笛~，卢纶的《送都尉归边~，张籍的《送李骑曹

灵州归瓢~ ，卢汝粥的《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曹松的《塞上~ ，王昌龄的《塞

下曲~，韦瞻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皇甫冉的《送节度赴朔方~，范仲淹的

《劝农~，沈括的《凯歌~，张舜民的《西征~ ，等等 。 还有一些享誉诗坛的大诗

人，也有许多事涉宁夏的名诗传世。 如诗圣杜甫的《近闻》和《送灵州李判

官》二首，反映了诗人反对动乱、渴望和平 、强烈要求国内各民族团结友好

的愿望;中唐郎士元、卢纶二人的《送李骑曹之灵武》和《送都尉归边~，客观

反映了边关军人的生活，赞扬边官为国戍边的精神 ;晚唐诗人薛逢的《送灵

州 田尚书~，是为数不多反映边疆各民族军民联合抵御不义战争，要求兄弟

2 . 



民族和睦相处的珍贵诗篇O

元灭西夏，兴庆府惨遭浩劫，文学作品寥寥无几。 明清两代，社会秩序

稳定，文化得以复兴，宁夏文学创作日趋活跃。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 , 

朱元璋封其十六子朱棉为庆王，就藩宁夏。 朱棉擅长诗文，著有宣德《宁夏

志~2 卷 、《文章选~40 卷 、诗文集《凝真稿~18 卷，宣德《宁夏志》成为宁夏编

篡地方志书之滥畅。 之后，有薛煌的《黄河赋》、曹堪的《西夏形胜赋》、周弘

命的赋《贺兰山歌》等，这些赋作都是记录当时社会与民生情况的佳作。 明

清时期由于宁夏列为北方"九边重镇"之一，又是庆王的封地，战略地位日

渐上升，诗歌创作又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宁夏卫的部分戍边将士和

文人墨客朱秩员 、李梦阳 、林季、杨守礼、张居正 、黄图安、赵熊飞、顾光旭 、

志锐 、胡瑾、吴复安等留下了许多诗词文赋。 较有影响的有康熙皇帝的《横

城堡渡黄河》、黄图安的《泛舟》、王都赋的《古塔凌霄》、顾光旭的《银川书院

寺》、徐德溥的《西桥柳色》、杨润的《连湖渔歌》、赵熊飞的《大悲歌望笔架

山~ ，等等 。 明代"前七子"的核心人物李梦阳在其《空同集》中，收有《出塞》

《秋望H夏城坐雨~(夏城漫兴H胡马来H朝饮马送陈子出塞》 六首咏宁诗

作;被后人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戏剧家汤显祖的《夏州乱》一首，事涉

宁夏，为名人之作，值得一读。

宁夏虽地处祖国西北偏远之地，但宁夏的文学创作却是祖国文学园地

里的一朵奇晤。 20 世纪 80 年代，平反复出的张贤亮赢得了中国文坛对宁

夏文学的格外关注，进而形成了宁夏"二张一戈"(二张:指张贤亮、张武;一

戈:指戈悟觉)的文学局面。 1980 年，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 》在《朔方》

发表，后被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上映，引起了中国文坛的轰动。

银川市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兴盛，先后集结出版了银川文学丛书《小说

集H诗歌集H报告文学集H散文集》。 高耀山的《风尘岁月 》填补了银川市

长篇小说的空白 。葛林出版了中篇小说集O进入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再掀

高潮，高耀山 、文IJ 兴、刘振海 、王文华、王琪川、孙海 、李玉梅、姜 自力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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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长篇小说 10 多部。 高耀山、于秀兰、朱正安、王佩飞、王讳光、王琪川、

袁俊生、杨贵峰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或散文集。 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银川

文学创作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和迅速上升的势头。→大批青年作家的m壮

成长使得宁夏的文学之林更加生机盎然。 中短篇小说创作尤为出色，张学

东、季栋梁、郭文斌等一批青年作家成长起来。 2005 年， ~小说选刊》、宁夏

人民出版社、宁夏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宁夏作家郭文斌小说研讨会，其小

说集《大年》引起强烈反响 。 郭文斌的《吉祥如意》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宁夏作家的作品屡屡受到国家级刊物和大型刊物的青睐，在 《人民文学》

《十月 H小说月报》等著名期刊评奖中获奖更是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作品

被知名刊物刊载转载。 他们的作品每年刊登数十篇之多，作品发表的数量

大幅度攀升，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充分表现了宁夏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优

势和创作实力 。 高耀山的散文集《沙光山影H黄土绿叶~，于秀兰的散文集

《芳草落英~，杨森翔的散文集《荒原的呼唤~，朱正安的散文随笔集《反哺

集》等相继出版。 作品呈现多姿多彩、风格各异 、思想深邃、感情真挚的局

面，展示了宁夏散文创作的实力和水平。 季栋梁的散文集《和木头说话》曾

人围 2004 年度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单篇《生命的节日 》和《夏日原野

上的追赶》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郭文斌的电视散文《西部娃》获中国广播电

视部特别奖， ~永远的堡子》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 王正儒的散文《拒绝遗

忘~2009 年获宁夏第八届文学作品评奖散文一等奖。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

时期先后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 100 部以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的精神和改革开放的系列政策，

带来了言论写作的宽松。 以后随着"散文热"的兴起，杂文创作日趋活跃。

《宁夏日报》的《社会生活》副刊开设了杂文随笔栏目"社会随笔"时常发表

观点新颖、笔锋犀利 、针眨时弊、倡导改革的杂文随笔，培养和团结了一批

杂文作者。暮远的杂文集《文明的成长》、邢魁学的杂文集《穿越文化戈壁》、

马河的杂文集《穿过针眼的骆驼》、闵生裕的杂文集《一个人的批判》、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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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的杂文集《朝着空气射击》以及王涂鸦、牛愚等作者的杂文篇什也在读者

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银川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先后涌现了贾羽 、马缸、

杨森君、权锦虎、薛刚、陈继明、米雍衷、王跃英 、 臼军胜、葛林、丁学明、梁

锋、杨云才、戴凌云、李耀斌、李壮萍、王怀凌、梦也、左侧统等诗人。 90 年代

以后 ， 60 年代出生的诗人创作依然活跃，并多有新的突破和超越 ;70 年代

出生的诗人逐渐成为主力，至今和"80 后"诗人同在一个格局下形成多元

的风貌。 突出的有杨梓、郭文斌、梦也、杨森君、杨建虎、阿尔 、张不狂 、周福

琦、薛刚、周彦虎、唐王吉、梦西、王慧、张彬、唐晴、吟玲等。这是银川诗歌创作

的繁荣时代，加之网络的兴起，先后以各种不同的媒介凝聚了不同的诗人

群体，包括以民刊《原音》聚集的诗人阿尔、刘均、文征 、金阻、李爵士、苏阳

等，以及由此形成的硬表现主义流派;以民刊《北方向》聚集的诗人何武东 、

张联 、单晓春等;以民刊《现代诗报》聚集的诗人林混、谢瑞等;以宁夏高校

写作特别论坛聚集的倪万军、林一木、宁夏不良少年、火禾 、柳元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银川的报告文学才真正步人创作的轨道，一

批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其中有吴淮生、刘国尧、郭兴、周玲、于秀

兰、赵玉如等创作出版的个人报告文学集和集体撰写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多

部。 如周玲的《女人的第三交响曲~ ，郭兴的《绿满狼皮梁~，林稚阳、高耀山

的《平凡创造辉煌》等。 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理论评论与文学创作关系十

分紧密，二者并重，缺一不可，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翅。 一部优秀的作品，

其审美规范的建构 ，离不开远见卓识的评论为先导;而评论理论的建树，离

不开优秀作品的发展与提升。 宁夏文学理论评论队伍中，有以研究张贤亮

小说而名噪一时的高篱，也有高耀山 、李建军著述并出版的文艺理论研究

和评论，他们为银川的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宁夏最早的音乐 、舞蹈记述见于贺兰山岩画 、石器、青铜器 、陶器、砖

雕 、乐俑等出土文物和有关史料中 。 宁夏民间广泛流传的 自娱性乐器口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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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喻子)、羌笛(咪咪子)和顷(泥哇呜)等，就是这一时期遗存的乐器。 据

《史记·秦本记》记载……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O 戎王受而说

之，终年不还。 "说明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已进入宁夏领地，华夏各族与戎

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已经开始。 宁夏民歌最早记载见于汉魏南北朝"乐

府杂曲"中的《陇头H陇上》诸篇。 白居易的新乐府《城盐川、I ~中"谁能将此盐

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就是佐证。 西夏对唐宋乐舞去粗取精，加以改编和

自创，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夏乐舞。元朝是回回音乐的繁荣时期 ， {辍耕录》卷

二十八"乐曲条"中记载元代盛行的回回歌曲有《冗里H清泉当当》等。 明代

时期，宁夏民间歌舞艺术"社火秧歌"已初步形成。清末至中华民国期间，宁

夏民族民间音乐发展迅速。 民间歌曲有《苦长工H妇女苦H逃兵H王哥放

羊H打宁夏》等。 同时宁夏回族民俗音乐干花儿和宴席曲也在民间广为流

传。 1929 年 1 月，宁夏正式建省。 当时的专业音乐、舞蹈活动与社会音乐、

舞蹈活动主要靠地方民众教育部门和军队政工部门开展实施。新中国成立

后，宁夏音乐创作者编创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质量、鲜明地方特色和民

族风格的歌曲，在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宣传宁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五六十年代编创的宁夏民歌《歌唱宁夏JII ~

《宁夏数花H宁夏J 11 ，好地方H塞上江南好风光》等，有七八十年代编创的

歌曲《宁夏川，我可爱的家乡H黄橙橙的土金灿灿的水H牧羊哥哥上了山》

《汗水浇出新生活H吆骤子H清平乐·六盘山H山丹丹花开六盘山》等 ，有

九十年代以后创作的歌曲《回回人H沙湖美H凤凰城迎宾曲H黄河漂流羊

皮饶H臼盖头黑眼睛H六盘山高黄河宽H我们的家乡宁夏J II ~等 。 在音乐

风格上，有以山区为代表的"花儿"风，有以川区为代表的民歌风，有以回族

为代表的伊斯兰风，还有融"花儿" 、民歌、秦腔、眉户音乐元素为一体的"塞

上风川西北风"。 这些歌曲凝结着词曲作者的心血，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 、

民族风格、独特的审美观照以及优美动听的曲调摇撼人心，深受群众喜爱，

得以广泛传唱。 潘振声、王华元、张弛、张宗灿、安妮、何新南等词曲作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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