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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夏回族自治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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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酃门负

责组织编纂，分册出版的知识读物。丛书内容着重介绍我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的土特．名产，多采的民

族风情，以及FI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貌。
。

对于向往中国，了解中国、关心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读者来

说，需要的是真实、可靠和富于魅力。编者力求做到的也正在于

此。我们希望上述读者都能从中了解到最感兴趣的一些方面。

但是应该承认的是，编篡不同于过去志书的风物志这一新的尝

试，我们确无所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不妥不

当的地方一定会有。深望广大读者惠予指正，以便经过修订，

銎毒 ．使之更切需要， ·

。箩 一 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风物志问世以后，北京旅游出版社

!． 将编纂出版综合的《中国风物志》，。这对某些更愿一览全貌的

”7．， 读者来说，想必也是必要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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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卜．每逢刭一个较生疏的地方，一定

要把志书找来看一看。这样，我曾经翻阏过浙江的《嘉兴府

志》，陕西的《韩城县志》。当然，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 ：

识的泉源，但是查查志书，却可以得到许多书面的地方史料。

但是，这些志书是不易得到的，而且编得很乱，不便索 ．

阗。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封建糟粕。 ．，

·

．’．

因此，十尼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先把上海徐家汇所

藏全国意书择优影印，然后再组织人力，撅定体侧，重新编
。

写。待到一九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来，．此事当然就胎死腹中．对

我个人衷说，这倒也少了一点麻烦。
? ，

’
，

一九八。年夏，我与百余同志会于太湖乏滨，共议出版旅 ：．一

董：1■-?_?’_麓?|=．谤ql,,F I
窄 ．

’ ／，" 一
‘ ，：， ’r’ r。 一～，

．～

’

一
。 ’ 4 I X

_ - 、 ， 。 ’一
。 ‘ 。 ’ ’ 一 --

，、

墨 ， ‘．，

’‘

7．‘。 ． ，’ ／／
‘ 、‘， 叶 f · ●

～

●

，

，

黟《骞：．f≯。

一．．

、



局面。它是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是旅游工作人员的案头必

备，又是中，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

摘取材料，挥洒自如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搿登泰山而小天下黟。书中的图文，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

者联想，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

从而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旒型的地方志。它富于时代感，雷

文并茂，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刭的1
．

‘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一

件令人欣喜的事0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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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字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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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之一，位于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与陕西省，”甘肃省： ，

，

：

内蒙古自治区为邻。．_： 疆，：：、㈨，毒。?’t ：’。f． i：，．一；。；∥!■茹 ．

j 我国的匠族是一个分布范围最广的少数民族，差不多每个
、

毛
’

省区<每个大城市都有回族居民，‘宁夏则是全国最集中的_个 ．

羹 圊族聚居地区。宁夏全区总人自不过三百八十九万多人(1982
’

磐 ， 年入日普查数字)‘．与青海、西藏诵列‘为全国人日最步的省区，。

景 ’

而回族却有一百二十三万余人，约占全自治拯入爵的互分之 ．

．，! ：’氩：‘?·；；一；，；悄o‘o如一。洲．．iY爿．，j：、：’：，：}j。：：jj 0．：j．’小 ．

，
．‘ ，i宁夏南北长约四首盎十公墨；东西最宽处约三育九十公 ．’

曼，牺轵六万穴乎四百平方公里，仅比北京，上海k天津兰个直辖 ，
．

．：’ 冀 帮和台湾省犬一些：‘宁夏一共有十九个县市r’努属于银州市F ．

”

。

菘嘴山市和银南地区i．固原地区：其中回族居民较多的有两 ，

、 一 心一海原-酉吉’．固原一‘吴忠：灵武等县市，，般均有十万人

． 以上；按比倒说，，圃心~』7海原、一吴患、西吉等县市回民占到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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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分之一蔓五分之四，泾源县比重最大，高达百分之九

十六以上。泾源，同心县的一些乡，往往只有几户汉族居民，

差不多全是回民。也有很多地方，却是回汉混居。他们在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互敬互助，和睦相处，熬同建设美好的 ．

家园。， ·

．

早在宋代，西夏时期，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大食

人在此经商定居，他们可说是回回的“先民纾。十三世纪元代

初叶，大批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征为军

士、工匠，加上被俘虏的妇孺，以及一些上层分子，与蒙古人

一起，迁到六盘山区至宁夏平原一带屯戍，后来大多成了回回

农民。当时宁夏和陕西，甘肃等地，已经成为我国回回民族人

数最多的地区。明初以后，大批回回又不断以归附够土达黟

(土达是明代对居留于当地的蒙古族，羌族以及回回民族等少

数民族的称呼)的身份，被安插在灵武，固原一带籼逐渐发展为．

回民聚居区，．回族人口继续稳定发展。清代初期，“宁麓(指

今银川市)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节回族长期与汉人杂居

相处y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回汉人民共同开发黄河水利，整修

弓l黄灌溉渠道，发展农牧业和多种经营，用辛勤劳动换来了搿天

下黄河富宁夏”的美谈。’|． ．．
．。 一 中

可是在旧社会，回族人民倍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灾难：

深重。清末封建统治者对回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并采取编管、

迁移等反动政策，迫使甘肃、陕西和宁夏吴忠等地的回民迁移

到穷乡僻野的同心，西吉、海原，固原苦水区和崎岖的六盘

山地，又将今银川市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回民驱迁于灵武，吴忠

●带，强制开荒，编管钤柬。．、“交不完的租子，还不完的债，

扛不完的长工，使不上个钱肌，就是当时宁夏回族农民悲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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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钓冀实写照。不少回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兼营小商贩和小手

工业。生活的贫困，加上天灾人棍^使人口持续下降0回族聚-

居的同心县，193s簪有四万：币丸，到解放前夕下降至一万八
’’

千余人。同心县王家圃庄原有一百多户人家，：．解放时只剩下了．‘”

寻卢孤寡。 ． ．；沁：．·，’f．：、、．j：． ．!。-，。yi i’．’，1

{ 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经过式盘tII区，。燕子t9=6年回I师西

符，在豫旺(今同心县)，海原回民聚居区宣传组织群众，碍

展革命斗争。当年八月间，在同心清真大寺召开了有兰百多人

参加的各界代表大会，建_宅了宁夏第一个回民红色自治政权

一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政府设子王|家团庄。．虽然仅存在半 ．

年时闾，却给回族人民带来了无限希望。当时美国进步作家埃．

德加·斯诺到豫旺采访，．曾在《西行漫记搿一书申，以极大热

情与生动笔触，一记述了这个有四、。五百人家的古城新貌，展示 ．

’

了设在城隍庙里红一军团司令部的热烈而箍朴的生活场景，也 。

描绘了红军司令员上街时和回族老大娘一聊就是_，两个小时

的亲切形象。．． ：．： ．’⋯√，．。
、

一’

、解放以后，宁夏的回族人民获得了胬生。在党的领导下，：

回汉入民亲密团结，并肩战斗。建设宁夏山m。今日的塞上灌’

赢，牙里草原，分外妖娆’滔滔黄河，巍巍六盘，愈益壮丽。‘．
明天，将更加繁荣兴旺，．前程似锦l√鲥 。小0一i一‘。· 淞 ，

。

。+

’

。

；．，：n”，o‘； ·j X．，。?；；‘：j，．i．

：一·‘o：．．金j?‘一j山+河大势“¨、，’i，～l、≯ ，

‘’

，．。．· √．．+：一：二t；，’1∥：’：一、“．’叫。，：‘、，，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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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方不大，可地虢类型多榉，有搿翠岚千颐接天浮引

的山池，有“仿佛‘江南水国乡黟的平州-，·霄‘‘蓠茅’一色。连空。 ．

远"的高原，也有“黄沙漠漠浩无垠"的沙地；有：帮浊流滚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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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际阔旁的大河，又有“波光浩渺水澄清夥的湖沼。其中丘陵

(包括盆地)这一种类型占地最广，占全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四

十一点七，其次是平原，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山地为百分之十

六点四，沙地占百分之六点一，水面仅占百分之一点八。。全区

气候复杂多变，由北而南，从干旱的半荒漠(荒漠草原)逐渐

过渡到半湿润的森林草原，而山地的气候则随着地势高低，阳

坡阴坡而有明显差异。 ⋯·
、’

’峻峭的贺兰山，高耸于本区西北部，构成与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高原的天然分界，在宁夏境内的面积为一千八百多平方

公里。东北部为起伏和缓的鄂尔多斯高原西南边缘，称做灵盐

台地，广阔的草原间有沙地、盐湖，它与内蒙古伊克昭盟‘、陕

西榆林地区连成一片。贺兰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问伸展着平

坦富饶的银JIl平原，九曲黄河由南而北从平原穿过，带来了丰‘

富的水资源，染绿了塞上的千里沃野。这里人烟稠密，经济发

达，是宁夏的富庶地区。中部，香山，牛首山，罗山等山地丘

陵和盆地河谷相间摊列，人们称它为宁夏中部山地和山闻盆

地。南部则是举世闻名的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由于流水切割，

地面破碎，出现了塬，峁，粱，壕，蠓、川等各种地形，称作‘

宁南黄土丘陵。而六盘山地则拔起于黄土丘陵之上，由宁夏南

部一直延续到甘肃、陕西两省境内，犹如一长列绿岛，给千淘

万壑的黄土地区平添了无限生机。 、

宁夏大地，在几十亿年漫长岁月申，历经沧桑。距今二十

亿年到六亿年前的前古生代时期，宁夏和我国北方许多地区一

· 样；还是一片茫茫大海，其中生活着一些低级藻类，它们的遗

迹，至今还保存在贺兰山的石灰岩层里。四亿年前的古生代末

期，宁夏中部变成陆地，大地上长着高大的原始树木，星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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