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宋咸平四年（1001 年） 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占怀远镇。

宋天禧四年（1020 年） 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由西平府（今灵武）迁到怀远

镇，改名兴州以居。

北宋明道二年（1033 年） 5月，李元昊下秃发令，规定服制，改兴州为兴

庆府。

北宋宝元元年（1038 年） 10 月，李元昊完成创建官制、军制和创造文字

等一系列准备之后，于兴庆府筑坛受册，建大夏国，史称西夏。

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 李元昊与宋议和，宋册封其为西夏国主，年赐

银 7.2 万两，绢 15.3 万匹，茶 1.5 万公斤。

北宋庆历七年（1047 年） 李元昊于兴庆府东 15 里修建高台寺和佛塔，均

高数十丈，贮藏大藏经，并由回鹘僧人翻译成西夏文。

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 李元昊亡，幼子谅祚继位。

北宋皇祐二年（1050 年）

5月 辽西南招讨使萧蒲奴领辽军，包围兴庆府，纵兵掳掠，西夏皇太后没

藏氏令诸将闭门坚守。6月辽军攻破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将西夏储积的粮食全

部运发而还。

是年 李谅祚母没藏氏，役夫数万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塔。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 夏国设通济监铸造“天盛元宝”钱，与金

国“正隆通宝”通用。

南宋开禧元年（1205 年） 兴庆府更名中兴府。

南宋嘉定二年（1209 年）

7月，蒙古军攻克夷门（贺兰山关隘），围困中兴府。

9月，蒙古军引水灌中兴府，西夏主李安全督兵筑堤守城，后因渠道外堤决

口，淹没蒙军，蒙军撤离中兴府。

南宋宝庆三年（1227 年） 5月，西夏末主李 率文武官员出降蒙古。西夏

国亡，历 189 年。



南宋景定五年（1264 年） 蒙元河渠提举郭守敬随中书丞张文谦行省宁夏

府路期间，对废塞的汉渠、唐徕渠予以修复。

元

元至元八年（1271 年） 元置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治中兴府城，将隋州、

鄂州万余人迁至中兴屯田。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7月 中兴府改隶甘肃行省。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 2月 改中兴府为宁夏府路，意为“安宁的西

夏”，宁夏之名肇始于此。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 设宁夏行省，以西夏故土属之。次年，革宁

夏行省，宁夏府路仍属甘肃行省。

明清

明洪武三年（1370 年） 改元之宁夏路为宁夏府。

明洪武五年（1372 年） 废宁夏府，徙其民于陕西。

明洪武九年（1376 年） 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万人实之。

明洪武十七年（1384 年） 在宁夏府城（今银川）内置宁夏卫、宁夏前卫、

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分辖今银川平原各地。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 创建宁夏中屯等卫儒学。永乐四年（1406 年），

改称宁夏等卫儒学。设教授、训导等管理学校，招收宁夏军卫子弟入学就读。

明建文三年（1401 年） 明宗室庆王朱栴自韦州徙宁夏府。建文间置宁夏

镇，为“九边重镇”之一。

明正德五年（1510 年）

4月 5日 兴庆府安化王朱寘鐇以邀请巡抚、总后官赴宴为名发动兵变，使

周昂、何锦杀死总兵姜汉，太监李增、邓广；又分别派兵杀死巡抚安惟学及少卿

周东、都指挥杨忠等人，遂焚烧官府，释放囚犯，释渡船撤至河西以断绝船渡。



5 月 明武宗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太监张永总督军务，再度起用右都御史、

前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率各省兵勇数十万平定叛逆，朱寘鐇兵败送京师伏诛，兵

变平。

明嘉靖十九年（1540 年） 5—8月，宁夏巡抚杨守礼率军修复赤木关，设

三道关口。

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

2 月 28 日 宁夏镇军先锋刘东旸在副总兵哱拜的支持下发动兵变，杀宁夏

巡抚党馨，焚公署，释囚犯，自称总兵。

7月 3日 三边总督叶梦熊为平兵变，决渠灌城。

9月 11 日 总兵李松领兵攻入内城，哱拜引火自焚身亡。2000 名官兵投降。

明崇祯十六年（1643 年） 李自成部将刘宗敏等率起义军进军宁夏，宁夏

总兵官、督抚以城降。

清康熙十五年（1676 年） 清政府派 3720 名八旗兵驻防宁夏。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三月二十六日 新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领主噶

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叛乱，康熙皇帝亲征至宁夏城，驻跸 18 天。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 6 月，因上年宁夏地震，银川海宝塔最上四层

颓毁，是月开始复修，历时两年完工。

清雍正元年（1723 年） 清政府在宁夏城东北五里处筑满城，为八旗官兵

驻防之地。

清雍正三年（1725 年） 裁卫设宁夏府，治宁夏府城（今兴庆区）。

清雍正四年（1726 年） 置宁夏县、宁朔县，均治宁夏府城。

是年 大理寺卿通智与督臣岳钟琪负责兴建惠农渠，三年后建成通水。

清乾隆三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 年 1 月 3 日） 酉时，宁夏地震，

地裂水涌，宁夏府城墙、庙宇、官署、兵民房倒塌无存，火烧 3天，伤亡官兵 5

万多人，满城亦被震毁。

清乾隆六年（1741 年） 6月,新建满城和宁夏府城竣工，耗银 15 万两。

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 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城光化门内创立银川书院。

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 旅居宁夏、时任宁夏知府赵竹堂家庭教师的汪

绎辰（浙江钱塘人）撰成《银川小志》。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 张金城等撰修《宁夏府志》告成。

清咸丰二年（1852 年） 宁夏府进行土地丈量，丈得地亩约 200 万亩。

清同治十年（1871 年） 宁夏知府李藻于府城文庙西（银川市二中原校址），

重建银川书院。

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 清廷任命驻宁夏湘军统领谭拔萃为宁夏镇总兵

官。

清光绪七年（1881 年） 宁夏府城设牛痘分局，第一次普及“种痘免疫”。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 广东人罗庆云携照相机来银川从事照相业，此

为银川照相业的开端。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 宁夏电报分局成立。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清廷任命胡景桂为宁夏府知府。

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宁夏满营分到出国留学名额一个，首派人出国

学习军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宁夏试办邮政，于府城设三等分局，各乡设

信柜，接办汇兑和邮政业务。

清宣统三年（1911 年）

农历七月 宁夏革命军同盟支部在银川市成立。

11 月 19 日晚 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等率众起义，宁夏县县治被攻占，宁朔

县知县投降义军，宁夏府城一举光复。

11 月 21 日 宁夏革命军政府在银川成立。

12 月 20 日 西军帮统马麟率部进驻府城，清兵在府城大肆搜杀，奸淫抢劫，

造成宁夏数十年未有的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