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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县凯 和

文物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留下的遗物、遗迹，是众民族繁衍进步的实

物见证，是人类历史鲜活的文化遗产 。 这种文化信息强化着民族记忆，

丰富着情感家园，激励着人们抚今追昔，不断增加文化自信，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

中宁是驰名中外的构祀之乡和构祀文化之乡，地处中国行政区划

的几何中心，位居河套平原西部 。 西汉直县首设响卷，归属安定郡地。 此

后，政权更迭，历经兴废，四为县治，五为州治，文化遗迹，分布众多，民

俗风情，魅力独具，地域文化，规丽奇花。 这里山川相伴，长河奔流，湖泊

湿地，平原沃野，林茂粮丰，物产丰饶，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节

点，享有"西部早码头"的美誉。 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及至西周曾有狄、戎、匈奴、吐蕃、鲜卑等少数民族在此生活。 秦汉以

降，华夏一统，秦皇拓疆，移民实边，中央集权，中宁属之。

走进美丽中宁，一泻千里的黄河带走万倾泥沙，引领众象景观。 走

进美丽中宁，可春观余丁早春欣欣向荣之景象，夏看万亩构祀园硕果盈

枝之盛景，秋临萧瑟黄叶纷洒之娴意，冬品黄羊古村落之静谧。 胜全关

记载千军万马决战之悲壮，构丰己博物馆展陈地域文化之浑厚，双龙山石

窟庄严穆秘尽显传统文化和发展历史之沧桑。 这里历史遗迹颇多且意

义重大。 中宁浆鳞鱼距今4亿年，属亚洲首次发现;黄羊湾、石马湾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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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穿越时空诉说史前文明;七星古渠，西汉始凿，润泽大地，滋养生

灵，星渠柳翠，美景神话;双龙石窟，盛唐遗迹，东西文明，交流融合，丝

路驿站，闻名遐边，彩塑造像，国之瑰宝，精美壁画，绽放异彩;鸣沙宝

塔，西夏明珠，历尽沧桑，巍然屹立;长城遗址，明代修筑，长龙蜿蜒，气

势磅碍;胜全雄关，襟山带河，军事屏障，边关要塞;神秘古墓，风格迥

异，代有不同，见证历史;馆藏文物，类别丰富，石器、青铜器、陶器、玉

器、瓷器、雕塑不一而足，凡此种种，为我们开展地域文化研究，打造中己

乡文化品牌，才是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 中宁大地遗

留的众多文物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瑰宝，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情感的家园 O 因此，我们定要倍

加珍惜保护、传承以致延续，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给我们便利的同

时，不忘我们的历史、文化、文物，牢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源 O

近年来，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建章立制，加大投入，兴建

了一批文化项目，涌现出了大量优秀文化作品，增强了中宁对外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

到保障，文化活动日益活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不断加

强，文化产业起步发展，文艺事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文化对经济社会

的贡献日趋显现，文博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就。 为了传承祀乡优秀文

化，彰显中宁文物价值和魅力，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文物管理所及相

关人员精心编写了 《中宁县文物志》。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记录历史，开启未来的文化传承。 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历代志书

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功用，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褒扬，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知得失O "编修志书是我们借鉴过往，规避风险，科学谋划未

来的重要工作，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关注。

中宁文博事业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 境内发现近

200处古文化遗址、遗迹，近百件珍贵文物 。 这些宝贵文化遗存的收藏、



保护、发掘，极大地推进了中宁文博事业的发展，为编修文物志提供了

翔实资料和实物依据。

《中宁县文物志~，以全国第二、第二次文物普查内容为基础，从古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碑刻、馆藏文物、文物机构、近现代主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部分入手，分门别类、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宁文物

的分布、保存现状、考古调查及发掘等情况，直观地展现了中宁地区新

时期文化遗产的发掘、出土、成果展览及中宁文物事业发展的轨迹。 书

中所选选的大量文物图片是新时期中宁文化遗产的真实写照，再现了

中宁文物的无穷魅力和绚丽风光，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感

染力，它们的存史价值和珍藏价值显而易见。 《中宁县文物志》是一本全

面了解中宁文物遗迹不可多得的实用书籍，是中宁县首部文物志书，横

排门类，纵贯古今，客观真实地记叙了中宁文物的历史与现状，志书图

文并茂，资料翔实，观点公九，编排体例规范，布局合理，叙事得体，陈述

清晰，文字流畅，通俗易懂，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休，并具有知

识面宽、信息量大、针对性强的特点，是中宁文化发展的历史长卷，更是

中宁文物珍藏的"百科全书"。 志书既为昔日文物的创立者树立丰碑，又

为当今文物的保护者提供借鉴，更为后来文物的传承者留下珍藏，必将

发挥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功用，对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 O

《中宁县文物志》的出版，是对中宁文博工作的一次集中检阅与展

示，是中宁文化建设的又一成果。 编写诸同志续古人遗绪，补断章空白，

历经几载寒暑，数修其稿，乃成其志 。 工作之艰辛，诚非常人所力及，作

风之严谨，尤为世人所钦佩。 值此， ~中宁县文物志》付梓之际，谨对为

《中宁县文物志》编写出版付出艰辛劳作的全体人员，以及长期奋战在

全县文物考察、挖掘、保护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O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O 中宁丰厚的文物资源，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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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片热土的先民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O 它是我们了解

历史，开启未来，认识自我，获取知识的全钥匙，是我们解读历史信息的

重要载体。 当前，在打造全域旅游的时代背景下，志书所展现的精美历

史文物和文化遗迹，对打造中宁文化旅游产业意义重大。 我们要站在历

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充分认识文物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不断探求文物保护利用的新途径，

提高人们对文物保护重大意义的认识，担负起文物保护的责任和使命，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充分挖掘和利用文物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中宁对外影响力，扩大宣传交流，切实才是升

中宁文化的软实力，推动中宁文化艺术事止繁荣发展。

是为序O



序二

中宁县县长 阳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修撰史志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史资料和遗物、遗迹薪

火相传，承上启下，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成为中华文化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 、传承和发扬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O

"人享有代谢，江山留胜迹中宁是驰名中外的构祀之乡，历史悠

久，文化积淀深厚。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进入人类

文明社会以来，这里曾是游牧民族和北方众多民族活动的区域，更是

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通道，中西文明在这里远远传播。 西汉元

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始设晌卷县，四为县治，五为川、|治，历时2130年 。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边塞文化、

黄河文化与中西方文化在此融合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诉说着远古的文明，黄羊湾岩画、石空寺石窟就

是历史的见证。

为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充分发挥志书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为地方事业进步提供决策参考，充分彰显志书在"存史、

资政、育人"方面的独特功用，县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文物管理所及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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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启动了 《中宁县文物志》的编写工作。

《 中宁县文物志》的编写凝聚着全体编慕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潜心研究、严谨治学，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理想情怀和崇高精神，身肩重任，不畏艰险，柿风沐雨，实地勘察，

辛劳的足迹遍布祀乡大地。 通过内查外调、走访座谈、广征博采，收集了

大量的第一手文物资料，为志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其内容。

在编写过程中，全体编写人员认真遵循志书编修规范，去伪存真，

秉笔直书，充分挖掘研究全国第二、第二次文物普查成果，全面客观地

记述了中宁文物的相关情况，真实反映中宁文物发掘、抢救、保护等各

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填补了中宁文博事止的历史空白 O

《中宁县文物志》 的编写出版离不开上级文物管理部门的关心指

导，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帮助。 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 ~中

宁县文物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中宁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

可喜可贺 O 志书的出版将对打造中华祀乡品牌，才是升地域文化影响力，

扩大对外宣传交流，促进中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O

《 中宁县文物志~，中宁即中国安宁，国泰民安，惠政稳定，人民安

康;文物是具备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纪念价值的人类文化

遗迹、遗物、遗产，也是反映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

物;志者，记载，心之所之也，聊表此序，永志不忘，以此作为本文的结

束语。 诚望全县人民承先辈壮志，尚拼搏精神，聚集体智慧，尽民众之

力，施发展大计，绘小康蓝图，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共创中宁美好明天。



凡

一、《中宁县文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正文分类设章，同时包括凡例、概述、附录、大事记等内容，

以志为主，并配以图、表。

三、为全面记述，我们将原属中宁县管辖的牛首山西寺庙群有关历

史文物一并记述。

四、本志中使用历史纪年，地理、政权、官职等名称，均按当时称谓。

本志时间记述，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

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本志时间下限至 2016 年 12 月 O

五、本志碑记、铭文中剥蚀严重或碑体残破致使不易辨认的字，用

"口"表示，一个"口"表示一个字，辨不清字数的用" … 表示。编辑时已

将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文字、语句有误的未改。

六、本志使用汉字依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及国家新闻出版署 1992

年 7 月发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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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采用国家标准单位计量。

八、本志资料来自县域内两次重要的文物普查、文物保护管理、考

古发掘及执笔人收集的实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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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拘祀之乡"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宁夏平原南端，

隶属中卫市。西接中卫市沙坡头区，北靠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左旗，东

邻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南邻同心县，地理坐标在北纬 37 0 09' ~37050' ， 

东经 10502 6' ~ 106007' 。 截至 2015 年年底，县境东西宽约 50 千米，南北长

约 60 千米，辖 6 镇 5 乡 l 管委会，面积 4165.89 平方千米，人口 36.8万人O

中宁县地处黄河两岸，整体地形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倾斜，是内蒙

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 境内平均海拔高度在 1140-1600 米之间 。

县境四面环山，东临牛首山，西接胜金关，南有大青山，北眺贺兰山，中

部为低平盆地。 地质构造上处于昆仑秦岭地槽榴皱区走廊过渡带的东

端 ，靠近中朝准地台的鄂尔多斯西缘拗陷带。 地貌上可分为黄河冲积平

原和清水河下游洪积平原、天景山、米钵山山地、牛首山一烟洞山山地

丘陵及北山山地 5 个类型。 其中两个平原区，地表旷阔，土质肥沃，引黄

灌溉，旱涝保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中宁拘祀甲

天下"之美誉，形成了"鱼米之乡稻花香，土肥水美赛江南"的胜景O

中宁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位于北温带干旱气候区和

中温带干旱气候区过渡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区域性特征 。 四季分

明，温差较大，日照充足，无霜期长 。 年平均气温 9.5"C，年平均降水

202.1 毫米， 6-8 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1毛，年蒸发量 1947 .1 毫

米，为年平均降水量的 9.6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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