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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银川市城区党委书记、区长 马云海

盛世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在祖国川流不息、浩如烟海的文化长河之

中，地方志作为传统文化世代相袭、代代不辍、延绵至今，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铡lI城区历史悠久，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建怀远新城算起，亦有

1300余年的历史了。这座千年古城，历尽沧桑，曾为西夏古都兴庆府所在地，也

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城区地理环境优越，西有巍峨雄伟的贺兰山，东有黄河

绕其南北。这里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为历代商贸繁荣地，素有“塞上江南’’之美

誉。现为银川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一区"。

幸逢盛世，国泰民安。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深入人心。城区在党的改

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指引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

发展。为将这些历史兴衰载入史册，惠及子孙后代，城区党委和政府选择了地

方志这一载体，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成立了“银川城区志编纂委员会"。城区

志编委会聘请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担编修重任。他们在本职工作繁

忙的情况下，组织精干人员，多方查阅史料、广征博采、拾漏补缺、删繁就简、切

磋琢磨、笔耕不止。城区原副区长蔡致中老干部以近古稀之高龄，热情奔走，殚

精竭虑促成此事。此书的统筹规划、制订篇目、征集资料、编写审定、出版印刷

l I



·2·银川城区志

无不渗透他的辛劳。终以两度春秋，成就一百多万字之《银川城区志》，得以

的辉煌作了一次总评，启发人们为明日城区的更加灿烂奋斗不息!
●

地方志为“辅政之书"，是彪炳千古的文化典籍，犹如漫天繁星，熠熠生辉。

《银川城区志》应是这星空中的一颗新星，它诞生于新世纪的头一春。在繁星争

辉的浩淼宇宙，它闪烁在祖国的西北边陲。

银川城区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我作为组织此事

并助其成功的领导，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欣然命笔，书就此文，是为序

二oO一年十月八日



序 二

事警辫瓣警翥警篓吴枫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入qlu

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辖永宁、贺兰二县和城

区、新城区、郊区三个城市行政区，其中城区的辖境基本上就是旧银川市的市辖

行政区域，与市西的原新城(新满城)相对应，俗称“老城"o顾名思义，“老城"的

辖区长期以来大体上以旧银川市的古城墙为范围。当然随着事业的发展，城市

人口的增加，城区管辖面积也H渐扩大，现在早已突破了古城墙的限制了。

银川市之所以能够在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泱泱大国中仍然位列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的尊位，充分表明城区所在的这座古城享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地

位。今银川地区的开发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可溯源至先秦三代时期，秦汉间

属“河南地"、“新秦中"地区，“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惟中下”，加之“擅

河渠之利，丰稻秫，足鱼盐"，故于隋唐以前就被赞为“塞北江南"的天府沃区。

今城区所占银川古城的历史沿革亦可追溯到南北朝赫连夏、北魏、北周时期的

丽子园、饮汗城和怀远县。时因城池地近黄河东岸，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

城被黄河泛损，次年又在城西偏高地更筑新城，今银川市城区古城即肇造于此

时，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这座古城饱经沧桑，代有兴革。至北宋间，

／]



·4·银川城区志

“继迁子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景j右五年(公元1038年)，李德明子李元

吴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后改称中兴府，传位十

帝，历时一百九十年，终于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为成吉思汗蒙古大军所

灭，中称西夏。蒙元时期，先后于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宁夏行中书

省和宁夏府路，省城治中兴州，即西夏故都，亦即今城区是也。宁夏之得名便来

源于此。明代，宁夏地处北国“九边重镇”要防，明廷在此设宁夏军镇，不仅派专

佩“征西将军印"的高级武官总兵大员镇守，而且同时命中央正二品部院官充总

揽宁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兼管军务而称巡抚，位贵为封疆大吏。又同时分茅祚

土，升宁夏为藩国地位，分封皇子藩守之。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

元1391年)册封其庶十六子朱梅为庆王后，庆藩宗室在古城传十世，受封亲王

十一人、世子一人、郡王四十二人、其他爵位达百人，历时二百五十二年。史称

为“以同姓治异姓"国策o“靖难事变”之后，藩国燕王朱棣，从侄儿惠帝朱允妓

手中夺取皇位，改元永乐，从此对宗室藩国存有戒心，于是委派身边的亲信宦官

驻守各地，监视文武官员和朱姓宗室，史又称为“以异姓治同姓"之策。有明一

代，今城区称宁夏镇城，凡藩国庆王府、监边宦官宅、巡抚都察院、总兵帅府等均

同驻城内，可谓盛极一时，空前绝后。清代以还，宁夏降隶为甘肃一府属地，称

为宁夏府城(宁夏道同驻)o民国建元后，于18年(1929年)新宁夏省成立，古城

再次成为省会城市，曾有冠名宁夏市、贺兰市之义，于民国36年(公元1947年)

正式被南京国民政府命名为银川市o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首府

和自治区党、政等高级领导机关均坐落在城区境内。

、综上大观，读者不难认识到，城区占据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核心地位，堪称

为全自治区的首善之区，它的经济文化发展变化，对宁夏全区起着极为重要的

影响与带动作用。当然，《银川城区志》的编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

城区的历史运行轨迹，总结宁夏第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彰扬首府核心区



序二 ·5·

的主客籍乡贤名流事迹，对全面正确了解宁夏的区情起到了“解剖麻雀”和一斑

窥豹的作用，并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城区党委、政府在抓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不忘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于2000年4月，成立银

川市城区志编纂委员会，城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马云海同志亲自挂帅，特请德

高望重、年近古稀的原副区长蔡政中老担纲主持，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

成功编纂出一部上百万字的《银川城区志》，赶在建区三十周年之际问世o《银

川城区志》是一部以新观点、新体例、新史料、新方法编纂而成的城区历史上第

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全志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博征慎考，昭鉴重世，传古信

今，起到了资政、存史和教化的作用，市民们若要了解自己工作和生活地方的详

情，只要有一部《银川城区志》在手，那么城区的历史兴衰，政治因革，建设成就，

人文风化等诸端区情便可了然指掌。所以《银川城区志》的确是一部官民皆需

的好书，是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献给区庆的一份珍贵厚礼，

更是留给城区子孙后代的一份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区27

万人民的赞扬。指导和对与城区首部新志书编修的领导和全体有功人员，你们

的大名亦将与志书的出版发行一同载入史册而芳播永远。

我作为居住在城区的一个普通市民，能有机会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出一点绵

薄之力而感到高兴和光荣，并应邀在付梓之前略叨数语，以为序。

二oo二年春节

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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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银川城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江泽民同志“三

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求真务实的编纂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自于各项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2000年底(个别图片收到

2001年)o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至今城区的发展变化，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区的各项事

业的巨大成就。

三、本志以编、章、节、目为基本框架结构。志首设(序言)<凡例)(大事记)，

志末设(附录)，各章前设(概述)以加强宏观记述。本志以(概述)(史略)为纲，

统领全志，以(大事记)为经、各编为纬展开记述。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记为主，横排门类、纵述古今，

事以类从。志书以城区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物与城区的具体史

实相结合。图、表穿插其中，力求图文并茂。

五、银川城区俗称“老城”“旧城"，银川市设市前又称“宁夏城"“宁夏府城"

“宁夏省城”“宁夏省垣"，在记述中如出现以上称呼者则指今银川城区，书中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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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注。

六、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以公元纪年(“公元"二字可省略)o旧有街道注明

今日标准地名，如：米粮市(今民生街)、北柴市(今鼓楼北街)等等。

七、志书行文，力求规范。数字应用、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均以国家文

字、出版部门的有关规定为准。

八、志书所用的宏观数据以《银川市社会经济年鉴》为准；各行各业的具体

数据以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为准。志书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城区档案馆，部

分资料系自治区和银川市图书及档案资料，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出处。

九、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方法，以编年体记述为

主。日期不详者附于年末、月末用是年、是月或春、夏、秋、冬表示。

十、人物编分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所载人物以其在历史上的贡献

及社会影响入志，并以其卒年为序排列。生者事迹只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o

十一、为记叙方便简洁，志书中凡第一次出现较长的称谓或历史分期可写

以全称在括号内注明简称，以下记叙使用简称即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可简称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银JiI市城区委员会"可简称为“城区党

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可简称为“一五时期"，等等。

十二、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分不宜集，宜

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章记叙。除在(大事记>中编年记述其要事外，具体史

实以简略记述的文字散见于各编章节的有关内容o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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