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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地名志》是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在县政协及区地名办
公室有关领导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义进一步查证核实，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运用现代地名学的基本理论，借鉴现代方志学的新成果，五易其稿编纂而成的。

它全面记述了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出标准名称及有关经济信息资料，旨在为社会主

义两大文明建设服务。它足政府行政管理、经济、国防建设。民政、公安、邮电、交通、文

教、科技、财贸等部门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必备的地名专业工具书。

在编纂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以思想性，科

学性、翔实性和实用性为原则。在编排上．力求达到科学、简明、纲举目张，以地名为轴心，

立论有据、言之有物，详今略古，存真求实，并富有知识性、史料性、完备性及稳定性。在

体例上，采取词目释文、图、表、录、照片综合运用。题材J’．泛、内容丰富，表达形式多样、

突出地方特点，婴为人们喜闻乐见，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与地名有关的自然，人文，社会状

况。

地名的选取，以行政区划、自然聚落、地理实体及笔胜古迹为主，兼收部分有指位性的

人工建筑和专业或行政机关名称。全书共分为12章．编入全县各类地名933条，’地图27幅、

照片21幅，名迹，烈士传略及专题撰文39篇，地名传说故事12篇，约19万余字。
全县共15个乡镇。除城关镇外，村以上(人队)地名和现行的聚落地名(彳i包括早已连

片被火地名代替的小地名)全部收录。每条地名按标准名称．注汉语拼音对历史沿革，地

理位置及名称含义等内容都作简明交待。村以上行政地名，还对它的辖属关系、地貌特产、

人口土地、交通、经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等信息都分别作了介绍。

志中引用的各类专业数据均采用《中卫县农业区划报告》及中卫县统计科《一九，，＼凹年

年报》数据。方位距离均采用直线数字。

《中卫县地名志》经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凡列入的地名条目，均属标准名称。今后使

用中卫县的各类地名，均应以本地名为准。如有需要更改时，必须按上级规定，经过申报批

准方为有效。

编纂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经验不足，撰写水平有限，谬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望

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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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

用。我国历来就有重视，管理地名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二十四史中，就有十六部记载有关地

名方面的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名工作。五十年代国务院就

通令各地清除那些有损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妨害民族团结与邻国友

好关系的．或者极为庸俗的地名。周恩来总理经常关心地名工作，亲自指导地名用字和标准

化的工作，还把全国省、市、自治区地名编成诗，方便大家记忆使用。一九七七年国务院又

批准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并参加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织。一九七八年成立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地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一九七九年开展了全区地名大普查。在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各

地都进行了地名录、志典籍的编纂和地名学的研究工作。

地名是人类对地球上一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或者是给一

定地域范围的具体标记。是一个地区民族兴衰，迁徙、拓展的见证，是民族文化起源、发展

的标志，是行政建制沿革的可靠记录。具体真实地反映了各地不同风貌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的状况。因此对地名称谓，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存在的问题处理是否恰当，是关系到国家

主权，民族团结的大事。尤其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公安．

旅游，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及行政管理都有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的进

步，各类科学成果的广泛推广、综合应用，地名的使用，管理、地名学的研究越来越为重要。

我县有关地名的典籍专著还是一张空白。在自治区的统一布署要求下，县人民政府主持编纂

了《中卫县地名志》，既填补了历史空白．也对我县各类地名做了一次标准化，规范化的处

理。为各单位，各部门提供了可靠的地名历史资料和教育青少年的乡土教材。并为发展、探

讨，研究地名学开创了先例。 《中卫县地名志》的出版，为编史修志作出了良好的开端。望

各单位广泛应用、大力宣传，为促进、发展地名工作开创新局面!

中卫县人民政府：戴万忠，陈致敬

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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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卫县

第一节 中卫县概况

中国古谚云：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中卫县地处黄河前套之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部，位于东经104。17’一105。37’，北纬36。59’一37。43’之间。东以胜金关、清水河与中宁

县为界，南接同心、海原及甘肃省靖远县，西靠甘肃省景泰县，北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

旗。是历史悠久的引黄灌区县之一，素有“塞上江南”之誉。

县境地形比较复杂，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南北高．中间低，海拔1194--2 36纠晓
间。东西长118从里，南北距91．8公里，总面积4 707．23平方公里(折合706．08万亩)。地貌

类型多样，按习惯分为北部沙漠、黄河冲积平原，南山台地、香山山地和三眼井盆地五部分。

其中：沙漠面积160．22 JJ．卣，占总面积的22．7％；平原58．58万亩，占总l自i积的s．：；％；台地

41．66万亩，占总面积的5．9％；山地(包括三眼井盆地)445．62万亩，占总面积的63．1％。

全县辖2镇13乡。14个居委会和136个行政村和4个区属、5个县属农林牧场。全县共有
50 393户、261 746口人(1985年底数)。人口密度平均55人／平方公里，，jI美灌区人口稠

密，573人／平方公里；山区密度6人／平方公里。农业人口227 053人，占总人口的86．7％；

回、蒙、满，藏等少数民族2 007人，占总人口的0．8％。

本县深居内陆，北连腾格里大沙漠，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并具沙漠气候特点：阳光充

足、干旱少雨、蒸发强烈、风大沙多，冬长夏热，春寒秋凉。年平均气温8．5。C。全年最冷的

一月，平均气温一8．1。乙，最热七月，平均气温22．6。C。历年绝对最高温度37．6。C(1971年7

月29日)、最低温度一29．2。L(1975年12月12}I)。低于0。C的霜期终日为4月28日至5月

10日；初霜日为9月29日至10月12日。稳定通过5。C持续天数212：3毛，活动积温3 533。C；稳定

通过10”C持续天数l 73天，活动积温3 178。C，多年平均无霜期167天。年均降水量188毫米，多

集中在7，8、9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4．4％。年均蒸发量1 973毫米，约为年降水量的

lo倍。年均日照2 833．9小时，日照百分率64％，太阳年总辐射量为14矸卡／厘米2。搠
偏北风，年均刮风900tJ、时左右．最大风力11级，平均风速2．4米／秒。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

洪水、霜冻、风沙及冰雹。

中卫县资源丰富，种类较多，农业历史悠久，较为发达，品种齐全。粮食作物以稻、麦，

玉米、豆类为主，共有235个品种。油料作物以胡麻、苏子、大麻为主，共有7个品种。各类

蔬菜有37个品种。林业乔木树种有25个。野生牧草800余,种。畜牧业以猪，牛，羊、鸡为主的

家禽家畜20多种。还有较多的野生动植物及水生动物等资源。名贵土特产品有中卫山擎皮、

毛、绒：枸杞、发菜、红枣及红黑瓜籽、黄河鸽子鱼，香山爬松、青羊等。矿藏有煤(储量

5亿吨)，石膏(储量7．6亿吨)、铁矿、金矿，灰石、陶土及砂石等。水利资源也较丰富。

黄河流经本县118公里。上游水流湍急，落差大。经初步勘察有大柳树，沙坡头两处可建拦河

大坝和中坝，既能发电，又利于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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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虽有农牧业生产的悠久历史和黄河灌溉之利．但历代常遭兵燹及自然灾害，人口

迁徙，水利失修，植被破坏严重．农业．自然生态失去平衡，造成大片良田沙化、碱化。到

解放前夕．川区亩产粮食二、三百斤。解放以来．由于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应用科学

种田，改革耕作制度。选育推广良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风治沙，改良土壤，

进行农业生态保护，开垦利用沙漠，扩大耕地面积，实行三种三收，不断提高了单位面积产

量。特别是1980年以来，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实行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工贸多种经

营，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1985年创历史最好水平。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2638亿元，其中

农业总产值达7 688万元，粮食总产达11．25万吨。农业经济由原来自给自足向着多种经营． ．

专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方向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也较高，到1985年底全县已有大、中型拖

拉机602台，汽车8I辆，手扶拖拉机2 040台，各种机械加工总动力14．6万马力。工业生产解

放前几乎是空白，只有小煤窑开采，手工制陶及小铁匠炉等。解放以来有了迅速的发展，从

1957年开始有了国营、集体工业厂矿，到1985年底，全县已有采矿，机械制造，炼铁、化工、
。

建筑建材、印刷，皮革、服装．粮油加工等国营企业20家，职工3038人。县属集体企业J6

家，职工3 814人。主要工业产品有立式钻床、珩磨机床，煤炭、石膏、化肥、水泥、硫化碱，

生铁、印刷品，地毯，陶瓷，服装、白皮、制鞋、木器家具以及食品加工等。特别是钻床、

珩磨机床、TH 5632力[1工中心，优质石膏，中卫山羊羔皮、仿古地毯畅销国内外市场。1985

年县属工业总产值达4 950万元。

本县在历史上虽有水陆交通，但很原始简陋。解放以来，迅速向现代化方向迈进。1958

年国家修建的包兰铁路贯穿本县l 16．砼里．甘武铁路过境8．5公里。在县境内沿铁路线设客
货站15个。公路交通有卫青、卫宁，卫海、卫迎、迎盐．申下、三眼井，景庄8条主干公路，

总长332．4从里。其中卫青、卫迎公路又铺筑了柏油路面，其它铺碎石子路面。各乡镇村嗣泊‘
乡级公路和生产路，均通汽车，全县已形成了公路交通网。黄河古渡莫楼，下河沿(原永康、

常乐)都以渡轮代替皮筏，木船。中宝铁路及中卫至景泰公路也在计划修建中。

中卫县林业发展较快，特别是植树造林防沙治沙，保护生态平衡的成效尤为显著。解放

前除香山天然次森林5．1l万亩和少量枣林果园外，其余山川树木很少。自1949年解放以来，

川区已实现了林网化，遍地营造了防沙护岸林带及经济果林。到1985年底，植树造林保存面

积已达26．5万亩，其中防护林15．2万亩，经济果林17 305亩。并在西起—碗泉东至胜金关沿

包兰铁路及腾格里沙漠南缘营造防护林倦60公里，形成了绿色长城。‘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4．5％，灌区达7．8％，成片林人均半亩，零星树人均60株。除用材林外，还有苹果．枣、梨，

杏，桃．枸杞园林等。

畜牧业在中卫县已有悠久历史。解放以来，发展更加迅速，到1985年底，牛，驴，马，

骡为主的大家畜存栏数3．18万头，养鱼水面达3 577亩。特别是家禽养鸡业更加兴旺，种鸡，

禽蛋畅销县内外。

本县乡镇企业起步较晚。从1983年以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到1985年底．乡、村，队，户、

联营企业有4 518个，总产收入达5 144万元。

中卫县引黄灌溉历史悠久。西汉以来就有美利，羚羊渠系。解放后，除不断加宽，整修， 一

配套，完善这两大渠系外，又先后开挖了排水沟7条，新开挖北千渠及南山台引水上山渠系

工程，开发出北干渠，南山台阿个10万亩新灌区，为今后发展农、林、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事业历来就有基础，解放以来发展更快。到1985年底，全县共有完全中学8所、

矧埘砑缓溯锡缵嗍钨绥貉霪凌豸臻誊瞬貉碍铺，。秘翁赫缪萎趸譬Ⅻ蕴豸目口辨骥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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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22所、职业中学2所、小学100所、幼儿园5所。教学点74处，教职员工2 638入．在校

高中学生4 662人，初中学生17 867人，小学生42 15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7．8％，hi--全区第

一个验收的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和基本脱盲县。文化事业方面，全县有秦剧团一个，影剧院、

俱乐部16座，放映队80个，县城有文化官、图书馆、文物所、广播、电视站、体育场，各乡

镇都有广播放大站、放映队、文化中心等。医疗卫生方面，在解放前极为落后。解放以来，

发展突飞猛进，到1985年底，全县共有设备较为齐全的县医院、河南中心医院、中医院3处

及防疫保健、药检、制药等机构设施。各乡均有卫生院、各村均有医疗站。全县共有病床500

张，医护人员603人，乡村医务人员276人，接生员81入。地方性甲状腺病已控制。基本具备

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医疗条件。

随着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本县科学技术事业也有很大进展。到目前为止，全县除有农

业、林业、农机、畜牧等推广试验中心站外，还有医学、电子、数学、建筑等科协会组织14

个。1985年底，全县共有科技人员2 664人，工程师79人，助理工程师161人，并有8项科研

成果获国家及自治区嘉奖。水稻栽培获国家农委、科委二等奖；小麦高产栽培获区一等奖；

三种三收获区二等奖；玉米杂交植种获区三等奖；L壤普查成粜抉区_二等奖。此外，大河机床

厂设立的珩磨机床研究所颇享盛誉；沙坡头科研所在防沙治沙中更取得了世界先进的科研成

r果。吸引世界各国学者、专家前来考察学习。

中卫县在历史上就是塞北边陲的商业贸易小城镇。解放以来，除在城关镇和工矿区有商

业，供销部门所属近20个公司、商店遍布外．县供销社所属商店、分销社、分销店，网络了

乡、镇、矿山、农村。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

策，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商业贸易市场极为繁荣．除城

关镇农贸市场每日交易外，还有宣和、常乐．镇罗、永康、柔远等，每逢集市日也十分活跃。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个体商业户到处星罗棋布，更有力地繁荣了城镇农村经济。到1985年底，

全县共有个体商业网点1 825户，从业人员达3 300多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7 93l万元，农

副产品购进总值达1 998)j元，农贸市场成交额达869万元。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二节 中卫县历史沿革简述

中卫县境域的开发利用，可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从1957年修建包

兰铁路时．甘肃省兰州科学院考古队在一豌泉、长流水、沙坡头、荒草湖等地多处发现新石

器时代细石器文化遗物，可见在4000年前的远古时期，这里就是华夏民族生活繁衍的地区。

尔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卫以其险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形势，被誉为“左联宁夏．右

通庄浪、东据大河、西据沙山、后接贺兰之固，前有大河之险”的边陲要路，历代成为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春秋时为羌族和戎族杂居地区[一]。战国后期，秦并国二十．

遂霸西戎。始皇迁蒙恬发兵30万逐匈奴，收河南地千里。(黄河以南地)移民f此，称新秦，

置郡、县。当时在今吴忠市西南设置了富平县。辖宁夏黄河灌区，中卫地域属之r-]。西汉

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将富平县以南划归安定郡，并在今中卫、中宁县境内置晌卷县．

属安定郡。南北朝时，为灵州地，北周属会州E--]。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丰安县，

属灵武郡，此为中卫境内设县之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设呜沙县，属环州。大业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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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环州属灵州郡[四]。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迥乐置丰安县。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突厥默啜寇呜沙县，遂移洽于丰安城．即今县理是也。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

沦陷于吐蔷，为吐售汝遮地。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收复，属关内道。 五代属鸣沙县地

[五]。宋入西夏，置应理县(力吉里寨)[六]。元升应理州．与呜沙州分治，属宁夏

路[七]。明洪武三年(1370年)州废。以宁夏左屯卫军佘屯种于此。建文元年(1399

年)在鸣沙，应理两州地建宁夏中卫，治所应理州城．属陕西都一d．中卫之名由此而始。正

统八年(1443年)设分守左参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改设宁夏西路同知及副将．遂

为河西重地。并辖广武城及属城堡。此时中卫地域东西长430里，南北宽200鬯。西垒兰州

府皋兰县界210里，南至固啄州界200里．北至边墙⋯里，东南至灵州界200里。西南至靖远

县界200里．东北至灵州界200里。西北至边界20里。属城：广武、石空寺、镇虏，鸣沙州、

古水营。辖屯堡：柔远、镇靖，永康、宣和、常乐、宁安、威武，枣园．控夷(遂废)和宁安新

堡。把守胜金关及边墙，自大坝至芦沟塘长480余里，隘口29处，墩堠75座。屯田1 91l顷

88卣．人口l 929户、4 069口。境内营堡联络．町战可守，昔戎马之地。实边陲要路也[八]。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封十六子朱j智为庆王．并将宁夏西路辖中卫香山草场

(东自灵州咽脂川西到芦沟山．周环500里)划归庆王。为牧马场。庆王命承奉(内官)

刘成卜筑疃所，都旗校千余人。。牧马，牛千余匹(头)。耕收于此[九]。清雍止二年

(1724年)裁卫置县。属宁夏府。并将广武营所属渠口、铁桶，张义，枣园4堡划归中

卫县。增置红石堡。废古水f蕉置芦沟堡。 七年0729年，巴里坤用兵口长流水到营盘水

设塘驿。自元没于蒙古兀刺海路辖属的沙坡暗门以西至营盘水地区收归中卫县。到乾隆

年间．中卫县辖广武，枣园、石空，镇虏，鸭沙州五城．渠口、铁桶、张义、永兴、镇

靖、柔远，芦沟、常乐，永康，宣和、宁安、恩和(原威武堡改称)、新’r安、红石、

张恩15堡。至道光年间中卫县域东至分首岭、西到营盘水，南至香山红石、芦沟堡、北

到长城边。全县共有人54 490户、214 170口。有耕地3 125顷，黄砌匕岸自分首岭至红庙墩为
东路，筑墩台16座。沙坡暗门至营盘水为西路，没塘驿6处。黄河南岸香山自胶泥墩至简

尖山筑墩台6处。官庄子经山河桥至杨柳泉设塘讯驿站8处。均驻兵马防守驿递。此间地名

倍增【十】。1911年民国鼎革．仍沿其旧．中卫县属甘肃省朔方道。1929年置宁夏省．中卫县

属之。1933年将中卫县胜金关，山河桥，清水河以东各堡分置中宁县。1941年香山立没置局

遂废。自此．中卫县辖六区一镇直到解放基本未变。1949年9月18日．中卫解放。12月25日

成立宁夏省人民政府，中卫县属之。解放后民主建政称中卫县人民政府．辖7区38乡、164

个行政村。即城区辖：教育、太平、民乐，平等、东关5个乡；一区辖：西夹道．疃庄庙，

西园、黑林、自家桥，东园子6个乡·二区辖：柔远、五坐、施庙、镇靖、莫家楼、砖塔、

新墩7乡；三区辖：凯歌，九塘湖，镑南，镇罗、观音寺、沙渠6乡； 肥q区辖：赵家营、‘

旧营寺，宣和堡、佛堂门，东狱寺5乡；五区辖：沙滩、永康、申滩、常乐、水车5乡；六

区辖：上石棚、校育川、三眼井、陈家水地4乡。1954年11月宁夏省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中

卫县属银川专区。1953年将七区分为二个区，辖8区43乡，38 1村：即一区(城区)辖乡未变；

二区(原一区)辖乡未变，并增设长流水乡；三区即原二区辖乡未变；四区即原三区辖乡仍

旧；五区即原四区辖乡未变．原一乡赵家营改称宏爱；六区即原五区辖乡仍旧，三乡申滩改

称三滩；七区原六区分稠个区．辖上石棚、校育川、苦水沙河、深并4乡；八区辖牛条沟、

峡门，陈家水，小井子4乡。1956年8月撤区并乡。全县辖：教育、西园、东园、柔远、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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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宣和，永康、常乐、上石棚、三眼井、梁水园，陈家水地12个乡。1957年教育乡改称城

关镇，其余各乡仍旧。1958年下半年全县成立政社合一的5个人民公社，45个管理区：即东

方红(城关，西元)、先声(镇罗、柔远、东园)。灯塔(宣和，永康)．卫星(常乐)，

香山(上石棚、梁家水园、陈家水地和三眼井)五个公社。1961年体制调整，把全县5个公

社调整为12个公社，96个生产大队。十二个公社是：城关，西园，东园、柔远．镇罗，宣和、

永康．常乐，红泉，陈水、景庄，三眼井。1965年改城关公社为城关镇，其余各公社仍1日。

1938年中卫县人民委员会改称中卫县革命委员会。1969年撤销陈水公社。将所属大队划归景

庄，红泉公社、黄套、夫柳树大队划规常乐公社：1981年撤销革命委员会改称中卫县人民政府。1983
年体制改革将公社改为乡。全县辖1镇11乡123个村民委员会及10个居民委员会。城关镇辖黄

湾、南街，西关、雍楼．前锋，高庙，城北7个村委会和l至lo个居委会；城郊乡辖：蔡桥．

炭场子，新墩，东关，南关．南园，沙渠桥．官桥、八字渠，韩阐10个村委会；西园乡辖：

黑林、迎水，牛滩、大板、涝池．夹道、杨渠、何滩、姚滩、长流水、北长滩、营盘水12个

村委会及迎水2个居委会；东园乡辖：双渠，东园，五里、史湖，瑞应，曹闸、沙渠、高营．

冯桥，美丽、北湖，赵桥、白桥、谢滩、新滩15个村委会；柔远乡辖：双挢、郭营，砖塔、

渡口、莫楼，夹渠，镇靖，冯庄、雍湖、范庙、施庙、柔远，刘台13个村委会；镇罗乡辖：

沈桥，观音、关庄，李园，镇北、镇罗、镇西、李咀、河沟、九塘，刘庄．凯歌，胜金13个

村委会；宣和乡辖：福堂，福兴、羚羊、东月．宣和、何营，IEl营，赵滩．三营，张洪．宏

爱～马滩、汪园13个村委会；永康乡辖：杨滩、南滩，北滩、上滩、刘湾，永丰，艾湾，永

康．永南，沙滩、徐庄，碱沟，高家水13个村委会；常乐乡辖：表蹄街，枣林，马路滩、倪

滩．刘营、堡子，高滩、李营，水车．黄套，上游11个村委会和下河沿居委会；景庄乡辖：

景庄，水化，梁水园、石门、黄泉、南长滩6个村委会；红泉乡辖：上石棚，熊家水，罗泉，

下校育川，上校育川，党家水6个村委会；三眼井乡辖：三眼井，深井，红圈、新水4个村

委会。1984年将西园乡北长滩，长流水，营盘水及居委会划1日甘塘，成立甘塘镇。1985年在

南山台置东台．西台乡。西台乡辖：乐台．三窑，阳沟，羊台、达茂，成农、彩疙瘩、双达

8个村委会；东台乡辖：草山：敬农．喜沟，板沟，草台5个村委会0[十]纵观中卫县自隋

唐置嘞卷．丰安县废，至西夏又复置应理县以来，所辖地域由大变小，城堡几经兴废。但应

理县治(即今中卫县城)已长达千年始终未变。现在城关镇建成面积达5．4平方公里，比原县

城扩大5倍。主要大街宽敞：平坦．明亮，绿树成荫，花草芬芳，高楼林立，商业网点遍布，

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贸市场生意兴隆。从早到晚车流穿梭，人流如潮，从各方面显示出

了社会主义新城镇的兴旺生机。目前城关镇不仅是全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

中心，而且正在显示着独特的自然地理优势，向宁夏地区西部交通枢纽，水利电力枢纽以及

塞北沙漠科研，旅游的现代化城镇迈进着。

中卫县建制沿革考注

H中卫县春秋时，为羌戎杂居地。
《史记秦本纪》云：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 J年)春．周幽王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

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中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周避犬戎准。东徙雒邑．．

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地。日： “戎无道，缦夺我岐、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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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能攻逐戍，即有其地。”《诗商、颂、殷武劳‰昔有成汤，自彼氏羌。《寰宇记》载

本杂羌戎之俗：后周迁江左之人于此．崇礼!cJ：学．爿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L二一J中卫县秦为北地郡地。

《史记：秦本纪》云：秦缪(穆)公三卜七，申(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于谋伐戎王，益

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戍。又日：始皇三-卜二年(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

以鬼神事，秦录图书，日： “亡秦者胡也”。始皂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

河南地。三十三年(公元前2l 4)，又使蒙恬渡河取高嘲、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戍人。

《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秦置。莽日威成。户64 461，13210688。县19：马领、直路、

灵武，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朔方道志·沿革》云：朔方道，秦北地郡，始皇

攘匈奴取河南北地千里，徙民充之，号日新秦． 《大清一统志》宁夏府沿革中载：禹贡雍州

之域。春秋战国属秦，始皇时属北地郡。北部郜尉治富平，在今灵州界。

E]汉置H旬卷县，属安定郡，后汉省。 ．

’

·

《汉书：地理志》载：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户42 725，口143 294。

县2l：高平⋯⋯胸卷。 晌卷河水别出为两沟，东至富平入河。《水经注》日：河水又东北经

胸卷故城西，又过富平县西。 《读史方舆纪要》云：晌卷城在所(明灵州守御千户所)西南

二百里。汉安定郡属县也，后汉废。 《汉书地理志桶注》卷六十一安定郡下胪J卷云：应劭日：

胸音旬、日之旬，卷音菌路之菌。《大清一统志》晌卷故城在今宁夏府中卫县东。旧志云：

在灵州西南二百里。 《新斟注地理志集释》云：在今中卫县东。 《汉志释地》云：鲭j卷即中

卫。《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载：胸卷，今红寺堡，在惠安盐通判西。奏汉二渠西南。洼

云：河水别出为河沟东北至富平入河(今讹作东至富平北入河)，今两渠水东南流，迤北支，

出至灵州北复合注河，象卷物中不园如煦瞪视也。

[四]隋开皇十年置丰安县，属灵武郡。唐武德四年析迥乐置丰安县，种龙二年移鸣沙县

治于废丰安城。

《隋IS：地理志》载：灵武郡，后魏置灵州，后周置总管府，大业元年府废，统县六，

户12 330。迥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丰安。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有关官。

<<113唐书：地理志》云：迥乐、隋县。在郭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置丰安县，属迥

州。又云：鸣沙。隋县。武德二年置西会州，以县属焉。贞观六年废西会州，置环州、县属

灵州。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移治废丰安城。 《新唐书：地理志》云：威州，本安乐州。初

吐谷浑自凉州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晓。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呜沙县地置州以居

之。县二：呜沙，神龙中为默啜所寇，移治故丰安城。成亨三年复得故县。大中三年敕改威

州，仍领呜沙县。又迥乐云：武德四年析置丰安县。贞观四年于迥乐境置迥州，以丰安隶迥

州。十三年州废省丰安。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聋#蘧》云：丰安．今中卫县地。开皇十年置，

旧唐志：灵州黄河外有丰安、定远、新昌等军。又日：神龙中鸣沙为默啜所寇，移治故丰安

城。元和志：废丰安县在韦州东南四十里，开皇六年于此置丰安镇。唐麟德元年改为丰安县．

天宝末废。按此别一丰安，在今鄂尔多斯晓。 《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中云：丰安军，在灵

武郡西黄河外一百八十余里，万岁通天初置、管兵8 000人，马1 300匹。 《太平寰宇记》日：

废呜沙县⋯⋯神龙中为默啜所寇，因而荒废，遂移县于废丰安城，即今县理(今县理指中卫

县治)。据上述引证。丰安城左黄河外180余里。外指青铜峡黄河西或北。又据1982年版《中

幽自然地理一历史自然地理》附录黄成章编《历代度量衡换算表》中，唐大尺荨30c m，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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