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
朱栴（1378—1438），号凝真。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第16子。洪武十一年正月初九（1378

年2月6日），朱栴出生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



银
川
史
话

197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仅14岁的朱栴被册封为亲王。朱元璋原打算把朱栴封到庆阳府

去，因此封他为“庆王”。但随着西北局势的发展，宁夏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朱元璋让朱栴
到宁夏镇去当藩王。



198
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派内官太监杨昇，工部主事刘谦、王恪等官员到宁夏镇城建造规模

宏大的庆王府，庆王府位于镇城南薰门内街西侧。



银
川
史
话

199
朱栴来到宁夏镇城后，对银川地区的秀美风光非常喜爱，他常常吟诗作赋，表达自己对这块土

地的热爱和赞美。



200
庆王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享藩47年，在诸藩中亦为少有。庆王宗藩

分封宁夏镇城长达253年，宗支繁衍，形成明朝西北地区庞大的封建特权集团。



银
川
史
话

201
庆王朱栴天性英敏，博学多闻，长于诗文。他主持编纂的《宣德宁夏志》是现存宁夏历史上的

首部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2
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初三，庆王朱栴病故于庆王府中，享年60岁，谥“靖”，故史称庆靖

王。后世因他多才多艺，才华出众，称他为“才子王爷”。



银
川
史
话

203
1505年，年仅15岁的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正德皇帝。他荒淫无道，宠幸大宦官刘瑾，搞得

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无论是朝中正直大臣还是民间普通百姓，都对刘瑾恨之入骨。



204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派大理寺少卿周东到宁夏镇城查勘屯田，催征粮饷。周东到宁夏镇

城后，与宁夏巡抚安惟学互相勾结，虚增屯田亩数，加收额外田赋，以便搜刮银两贿赂刘瑾，引起
当地军民的强烈不满。



银
川
史
话

205
周东等人的恶行引起了宁夏镇城军民的不满，也给早怀叛乱之心封藩宁夏镇的安化王朱寘鐇起

兵造反以可乘之机。



206
朱寘鐇是明朝宗室贵族，其曾祖父是庆靖王朱栴，祖父是朱栴的第四子，他素有反叛野心，深

知朝纲紊乱，民心思变，决定利用周东到宁夏镇城搜刮钱财、民怨沸腾之机举兵叛乱。



银
川
史
话

207
朱寘鐇通过宁夏卫儒学生员孙景文，拉拢宁夏镇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等军中高级军官作

为自己的心腹，为举兵叛乱做了精心准备。



208
一切都谋划好以后，朱寘鐇在家里大摆宴席，邀请宁夏镇巡抚安惟学、宁夏镇总兵官姜汉、大

理寺少卿周东、镇守太监李增等人前来赴宴。除安惟学、周东外，其余大小官员们都应邀前来。



银
川
史
话

209
被邀请的官员们哪里知道，他们赴的是一场“鸿门宴”，追随朱寘鐇谋反的指挥周昂、何锦、

丁广等人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210
朱寘鐇频频向大家敬酒，在座的官员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突然屋外杀声大作，周昂、何锦率

领手下兵丁闯入宴会厅，不由分说，乱刀齐下，赴宴众人纷纷成了刀下之鬼。



银
川
史
话

211
杀了姜汉等人后，朱寘鐇又命令千户丁广率兵直扑宁夏镇城官署，宁夏巡抚安惟学和大理寺少

卿周东猝不及防，也被变兵当场砍死。



212
朱寘鐇叛乱成功后，立即下令焚烧官府，释放监狱内的犯人，将黄河之上的渡船统统撤到西岸，

防止有人渡河逃跑。同时，命令孙景文起草讨伐刘瑾的檄文，号召各地跟随他起兵讨伐朝中奸臣。



银
川
史
话

213
朱寘鐇还派人去招降驻扎在玉泉营的宁夏镇游击将军仇钺。仇钺知道叛乱原因复杂，以一己之

力，是无法平息叛乱的。只有假装投降，保全性命，才能伺机平叛。



214
仇钺虽然向朱寘鐇投降，但朱寘鐇并不相信他，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在家闲养，还派人监视他。



银
川
史
话

215
仇钺为了骗取朱寘鐇等人的信任，时常向叛军献计献策，表现出很忠诚的样子，并常常邀请叛

军首领周昂、何锦等人到家里做客，跟他们一起讨论军情。



216
仇钺向周昂等人说：“朝廷听说宁夏镇发生了兵变，已经准备派大军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镇城，

黄河是宁夏镇的天然防御屏障，必须派重兵防守才行。否则黄河天险一失，宁夏镇就危险了。”



银
川
史
话

217
周昂、何锦、丁广等叛军将领觉得仇钺的分析很有道理，便由何锦、丁广等率重兵把守黄河渡

口，防止朝廷渡河进攻。而宁夏镇城只有周昂率领一小部分叛军防守。



218
仇钺见叛军重兵去防守河东，宁夏镇城空虚，正是一举讨平叛乱的大好机会。他暗中召集了一百

余名心腹士兵，准备将周昂、朱寘鐇等人全部抓获。



银
川
史
话

219
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朱寘鐇派人请仇钺去王府商议事情，仇钺却假装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呻吟

不断。朱寘鐇便让周昂去探视仇钺，看他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220
仇钺在卧室外面埋伏了几十名心腹士兵，就等着周昂到来时将其擒获。周昂不知是计，亲自到

仇钺府上进行探视，仇钺一声令下，手下士兵将周昂团团围住，当场将其杀死。



银
川
史
话

221
处死周昂后，仇钺立即率领手下兵士冲入安化王府，朱寘鐇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仇钺抓获。



222
仇钺随即假传朱寘鐇的命令，让驻守在河东渡口的何锦、丁广等叛军头领撤兵回宁夏镇城，又

暗中派人把朱寘鐇被抓获的消息散播出去，叛军们顿时军心大乱，四处逃散。



银
川
史
话

223
何锦、丁广见手下士兵们逃得干干净净，只好逃入贺兰山，不久就被仇钺抓获。这场发生在宁

夏镇城的叛乱仅持续了19天，就被成功平息了。



224
武宗听到宁夏镇城发生叛乱后，立即下令三边总督杨一清调兵进讨。杨一清正率军赶赴宁夏

镇途中，得知朱寘鐇叛乱已被顺利平息，就一边火速向明武宗报告，一边来到宁夏镇城善后。



银
川
史
话

225
明武宗得到杨一清关于兵变平息的消息后，让亲信太监张永任监军，协助杨一清处理宁夏叛乱

事务。



226
杨一清，字应宁，祖籍云南安宁，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曾三次出任三边总督的要职，历

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50余年，官至内阁首辅，是明代富有才干的名臣之一。他一
生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用计巧除权阉刘瑾。



银
川
史
话

227
杨一清知道朱寘鐇之乱事出有因，如果没有刘瑾弄权误国，导致民怨沸腾，宁夏镇城是不可能

发生这场兵变的。因此，杨一清在赴宁夏镇城途中，就日夜苦思，筹谋除掉奸贼刘瑾。



228
杨一清得知武宗派亲信太监张永前来宁夏镇城协助处理叛乱事宜的消息后，顿时灵机一动，想

到了一个好办法，准备借助张永之手除掉刘瑾。



银
川
史
话

229
张永和刘瑾都是朝中当权的太监，但刘瑾权势越来越大后，开始排挤其他宦官，准备把张永等

人派往南京去守帝陵，张永和刘瑾的关系日趋紧张。杨一清知道，张永一定会赞同除掉刘瑾的。



230
张永来到宁夏镇城后，杨一清对他非常客气，每天都陪着他到处视察，把所有平叛的功劳都让

给张永，和张永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银
川
史
话

231
一天，杨一清又请张永到住处做客，酒过三巡后，杨一清悄悄规劝张永为除掉刘瑾出一把力，

张永终于被杨一清打动了，决定回京后面见武宗，陈述刘瑾的罪行。



232
张永回京后，把朱寘鐇讨伐刘瑾的檄文拿给武宗看，同时状告刘瑾的十七大罪行。武宗这时正

好喝多了酒，恼怒地骂道：“瑾负我！”当即命锦衣卫连夜将刘瑾下了狱。



银
川
史
话

233
第二天，武宗亲自到刘瑾家搜查，发现了刘瑾伪造的玉玺及腰刀、铠甲等武器，甚至还从刘瑾

日常所用的折扇中，检查出了两把锋利的匕首。



234
武帝怒道：“奴果反！”将刘瑾交给刑部严加审问，并下诏将刘瑾凌迟处死。据传刘瑾生前的

仇家争着买刘瑾的肉来生吃，以解心头之恨。



银
川
史
话

235
朱寘鐇叛乱被平息后，明朝在宁夏的统治更加黑暗，镇守宁夏镇的士兵、百姓们生活艰辛，不

仅赋税沉重，还要受官吏的盘剥压迫，一场新的兵变正在酝酿中。



236
明嘉靖、万历年间，朝庭与鞑靼战事不断。明皇为了削弱鞑靼的军事实力，不断招降蒙古部落

首领，这些蒙古部落首领名义上归顺明朝，但与鞑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明朝貌合神离。



银
川
史
话

237
哱拜原是鞑靼牧主，嘉靖年间投降明军，因战功累累，升任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年），

哱拜加副总兵职衔退任，其子哱承恩袭任都指挥。哱拜父子组建了3000人的武装家丁，成为宁夏镇
有名的豪强势力。



238
宁夏巡抚党馨上任后，害怕哱拜家族不受控制，便暗中采取措施削弱哱拜家族的势力，引起了

哱拜及其亲信的强烈不满，他们寻找机会，准备起事。



银
川
史
话

239
哱拜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天，宁夏巡抚党馨下令宁夏镇城的百

姓将前三年拖欠官府的赋税一次性交清，违者将给予重罚。



240
党馨还下令暂缓发放军队的棉衣，并拖欠月粮银，使得宁夏镇的士兵们苦不堪言，对党馨恨

之入骨。



银
川
史
话

241
宁夏镇的士兵中有一个人叫刘东旸，此人平素为人仗义，喜欢打抱不平，很受士兵们拥戴。他

看到士兵们生活艰难，便亲自去找党馨，请求按时发放兵饷。



242
不料党馨不仅断然拒绝了刘东旸等人的请求，还把他们赶了出来。刘东旸等人怒不可遏，对党

馨的不满加剧。



银
川
史
话

243
刘东旸回到军营，立即把平素交好的士兵刘川白、张文学等人召集在一起，商议对策。大家都

非常愤怒，纷纷表示与其被官府活活逼死，不如起来造反，还可能有一条活路。



244
刘东旸对大家说：“宁夏镇城东靠黄河，西依贺兰山，只要杀死党馨，占据府城，派兵据守黄

河天险，再派人与河套一带的鞑靼部落联系作为外应，那么就不怕官兵前来进剿。”



银
川
史
话

245
众人商定后，刘东旸率领80多名士兵直奔宁夏巡抚官署，正在官署中办公的巡抚党馨和兵备副

使石继芳来不及躲避，被变兵们乱刀砍死。



246
刘东旸等变兵一把火烧毁了官署，然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劫持了宁夏总兵张维忠，逼他共同

举事。张维忠坚决不从，自杀殒命。



银
川
史
话

247
哱拜听到宁夏镇城兵变的消息后，立即召集义子哱云和亲信土文秀从中卫星夜赶到宁夏镇城，

与刘东旸合兵一处参加兵变，迅速占领了宁夏镇周围的许多城堡。



248
兵变成功后，刘东旸自称总兵，封哱拜之子哱承恩与大将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封土文秀、哱云

为左右参将。并遣使联络鞑靼，争取军事援助，河西一带的官军闻讯也纷纷投降。



银
川
史
话

249
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后，万历帝甚为震惊，急令陕西三边总督、尚书魏学曾调集各路兵马前往

镇压。



250
魏学曾派将领张云前往宁夏镇城招抚变兵，刘东旸对张云说：“想要我投降朝廷，必须由我自

行封赏官吏，世代镇守宁夏镇。如果不答应，那我就与鞑靼骑兵一起攻打关中。”



银
川
史
话

251
随后，哱拜派人与鞑靼首领著力兔联络，让他率兵南下，与宁夏镇的变兵一起抵御朝廷的进剿。



252
著力兔率领数万骑兵渡过黄河，攻占了宁夏镇城附近的金贵堡、玉泉营等地。但在进攻宁夏北

部重镇平虏城（今宁夏平罗县）时，遭到了守城参将肖如薰的顽强抵抗，只好退回河套。



银
川
史
话

253
朝廷还任李如松为总兵，朱正色为巡抚，从延绥、山西等地调集军队剿变，又从甘州调来神

炮、火器助战。宁夏变兵失去了河套鞑靼部的支援，只好坚守镇城，与官军对抗。



254
由于宁夏镇城城池坚固，变兵顽强抵抗，各路官兵围城数月，还是没有办法攻下镇城，双方处

于胶着状态。



银
川
史
话

255
万历帝听闻宁夏镇城兵变迟迟不得解决，甚为震怒，下令将率军进剿的魏学曾革职问罪，改派

叶梦熊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总理宁夏军务。



256
叶梦熊到任后，下令掘开宁夏镇外的红花渠、新渠等渠坝，以水代兵，水灌镇城，逼迫哱拜和

刘东旸弃城投降。大水整整围困了宁夏镇城两个月，终于发挥了作用，城墙蚀危，城内断粮，士兵
和百姓大量死亡。



银
川
史
话

257
万历二十年（1592年）九月八日，明军终于从南关攻入了宁夏镇城。哱拜和刘东旸誓死不降，

他们退守内城，殊死抵抗。



258
叶梦熊派人进城离间刘东旸、许朝与哱拜父子的关系。于是，刘东旸、许朝诱杀了哱拜亲信土

文秀，哱承恩又诱杀了刘东旸、许朝，把他俩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向明朝官军投降。



银
川
史
话

259
明军进城后立即抓捕哱拜父子。哱拜见大势已去，在家中上吊自杀。哱承恩被押送到京城凌迟

处死。十二月，朝廷将宁夏兵变被平息的消息诏告全国各地。



260
宁夏镇城兵变与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役、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并称

为“万历三大征”，这三次战役使明朝国力损耗极大，后人不禁哀叹：“明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
历。”宁夏镇城兵变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警钟。



银
川
史
话

261
清朝初年，宁夏府城（今宁夏银川市）曾出过一位名将赵良栋，他战功卓著，平定了三藩之

乱，品德出众，不计名利，被史书赞为“清初第一良将”。



262
赵良栋（1621—1697），字擎之、擎宇，号西华，宁夏银川人。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十

月二十七日。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应募从军，因战功卓著署任陕西潼关守备。



银
川
史
话

263
后因故明将领孙守法、武大定、贺珍等起兵围攻西安，总督三边军务的孟乔芳命赵良栋部剿灭

叛军。叛乱平息后，赵良栋被任命为宁夏水利屯田都司。赵遂自陕西定边迁居宁夏府城。



264
康熙十二年（1673年），著名的“三藩之乱”爆发。平西王吴三桂因反对撤藩，举兵反叛，自

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随之叛乱，叛军北犯四川、湖南等地，
清廷岌岌可危。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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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吴三桂用高官厚禄诱使陕西提督王辅臣参与叛乱。宁夏南部固

原重镇被叛军占据，宁夏提督陈福得知固原发生叛乱，急忙挥师南下讨伐，遭到叛军顽强抵抗，副
将泰必图战死，清军只好退守灵州。



266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陈福奉命再次从宁夏府城出发进攻固原。当时正值寒冬腊月，

加之上次进攻固原大败而回，将士们都不愿出征，但陈福仍强迫军队进驻惠安堡。十二月二十二日
夜，参将熊虎、把总刘德等煽动不满的士兵，杀死了陈福。



银
川
史
话

267
宁夏府城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康熙非常震惊，急忙调兵准备清剿。时任天津总兵的赵良栋听

闻此事，上奏朝廷，他认为兵变只是偶然事件，宁夏绝对不会发生叛乱。



268
甘肃提督张勇知道赵良栋智勇双全，一定能平息这次兵变，便奏请康熙让赵良栋担任宁夏提

督，去宁夏府城平息兵变。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召见了赵良栋，并赏给他鞍马、弓矢、甲胄等。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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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赵良栋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把妻子儿女全部留在了京城，独自带着精兵百余人昼夜兼程赶

往宁夏府城。



270
到宁夏府城后，赵良栋采取正确的平叛策略，将杀死陈福的参将熊虎、把总刘德及营兵阎国

贤、陈进忠正法，对其他官兵则采取招抚办法，既不追究，也不牵连。在很短的时间内宁夏府城的
局势就得到了控制。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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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康熙十八年（1679年），赵良栋率部进入四川，仅用10天时间就攻克成都。赵良栋进驻成都

后，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先后收缴金、银印260余枚，招降叛军数千人。康熙对他的赫赫战
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破格提升他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



272
赵良栋扫平了四川叛军后，率兵赶到昆明城下，亲率将士攻城。赵军锐不可当，与昆明叛军展

开激战，叛军全线溃败，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被彻底平息。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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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康熙下旨对平定三藩的有功将领论功行赏。赵良栋生性耿直，不屑与权贵为伍，得罪了很多王

公大臣。以明珠、彰泰等为首的权贵们乘机弹劾赵良栋有擅自进军、争功冒进之罪。赵良栋哪里受
得了这份窝囊气，干脆告病回了老家宁夏府城。



274
康熙知道赵良栋为大清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三十三年（1694年）六月，赵良栋奉命进京觐见

康熙帝，康熙对赵良栋大加勉励。第二年正月，特授赵良栋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尊号，这是清廷
给予有功大臣的最高勋号。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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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康熙对朝中大臣们说：“赵良栋是为国家出过力、建过功的人，不要因为他性格急躁、偏执

就抹杀了他的功劳。赵良栋进军云南时，对百姓秋毫无犯，可谓是武臣中的良将。你们应该向他
学习。”



276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年事已高的赵良栋病故于宁夏府城，终年77岁。赵良栋去世

后，葬于宁夏府城东张政堡（今银川掌政）渠东。



银
川
史
话

277
康熙听闻赵良栋病逝，十分惋惜，下旨在宁夏府城清和门修建牌坊纪念赵良栋。牌坊上书“勇

略邦屏”的横幅和“忆昔鹰扬能百胜，每思方略冠三军”的对联，也成了赵良栋一生最好的注解。



278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与沙俄勾结、妄图割据北方。为了彻底

消灭噶尔丹，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并把亲征的大本营设在宁夏，由西路宁夏府城发兵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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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初六，康熙从北京出发，三月二十六日到达宁夏府城，住在原总

兵冯德昌家，并派遣皇子和大臣祭奠三月初病逝的名将赵良栋，抚恤了近年在讨伐王辅臣和噶尔丹叛
军中阵亡的原宁夏总兵陈福和其他将士。



280
进城第三天，康熙出宁夏府城北门检阅绿营马步兵操练，次日登上南门城楼检阅部队。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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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康熙驻跸宁夏府城，前后共18天。于闰三月十五日启程，离开宁夏。



282
康熙乘船顺黄河北行至内蒙古布古图时，大将军费扬古报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走投无

路，已服毒自尽。康熙即下令班师回京。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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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康熙在宁夏府城停留期间，银川的山山水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银川悠久的历史和利用

黄河旱涝保收的农业水利赞叹不已。



284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赞颂银川平原引黄灌区美丽风光的诗：“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

水无波。汤汤南北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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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康熙在宁夏府城期间，还留下了很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纸糊的宁夏城，铁打

的洪广营”的故事。



286
洪广营位于今银川市贺兰县境内，是明清时期宁夏北部的重要军事城堡，素有“府城门户”

之称。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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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传说，康熙在宁夏期间，常穿着老羊皮袄，骑着毛驴，打扮成平民的模样微服私访，了解民间

疾苦。



288
一天，康熙沿着唐徕渠北行，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天慢慢地黑了，康熙不禁犯了愁，想着得

赶紧找个落脚的地方才行。这时，他远远看到一座城堡，连忙骑着毛驴来到城门下。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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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只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城门上写着“洪广营”三个大字。城门紧闭，兵丁正精神抖擞地在城

墙上来回巡视，防范甚为严密。



290
康熙来到城门下，请求进入城内住宿休息。但兵士们严肃地说道：“天色已晚，将军有令，为

了防备噶尔丹蒙古叛军的奸细入城，晚上一律不准开启城门，你快走吧！”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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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康熙软磨硬泡，甚至从包裹里掏出许多银两抛送给守城的兵士，但洪广营的守军不为所动，就

是不开城门。康熙无奈，只好借着月光，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宁夏府城方向走去。



292
直到半夜，康熙才赶到了宁夏府城。与洪广营守备森严的情形相比，宁夏府城显得非常松懈，

城头之上几个值夜的士兵正在大睡，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氛。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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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康熙来到城下高声喊道：“兵大哥，我是晚归的客商，请让我进城找家客栈休息吧。”守城的

士兵们被叫醒后很不耐烦，骂骂咧咧地起身盘问。康熙掏出几锭银子，塞给睡眼惺忪的士兵，守兵
随即打开城门就让康熙进去了。



294
康熙进城后，不禁感慨万千，心想：洪广营守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与之相比，宁夏府城的

守卫却相当松懈。这真是“铁打的洪广营，纸糊的宁夏城”啊！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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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宁夏府城的居民生起了火

炉，烧热了土炕，准备进入梦乡。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正悄悄逼近这片平静
祥和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