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6
元昊召见党项最有才华的大臣野利仁荣，命令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创制出党项人自己的文字，结

束党项人结绳记事的原始蒙昧状态。



银
川
史
话

097
野利仁荣不敢怠慢。为了能专心致志地创制出完美的西夏文字，他把自己锁在一栋小楼里，一

个月都不曾下楼一步，甚至连吃饭也要人送上去。



098
经过数月的紧张工作，野利仁荣终于创制出完整的西夏文字。这种文字形体方正，由点、横、

竖、撇、捺、拐等基本笔画构成，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并吸收了汉字的一些特点。



银
川
史
话

099
西夏文字创制完成后，元昊非常高兴，加封野利仁荣为“谟宁令”，让他主持西夏文字的推

广、普及及教育工作。由此，西夏文字成为祖国语言文字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100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野利仁荣去世，元昊非常悲痛，三次到他的灵前拜祭，并下令

追封野利仁荣为富平侯。



银
川
史
话

101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建国准备工作后，1038年十月，元昊在都城兴庆府南郊戒坛寺筑坛受封，定

国号为“大夏”，自号大夏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简称大夏皇帝。



102
元昊称帝建国，宋朝上下一片哗然。宋朝先后命范仲淹、韩琦等名臣名将领兵对西夏作战，

但经历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几次大的战役后，宋夏双方都精疲力竭，只好休战议和。



银
川
史
话

103
宋夏议和后，西夏国内局势日渐稳定。元昊却沉迷于酒色，开始追求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他

下令在兴庆府西的贺兰山东麓兴建规模宏大的离宫别院，整天和嫔妃们饮酒作乐。



104
皇后野利氏是天都大王野利遇乞的妹妹。野利氏为元昊生了三个儿子，次子宁令哥长得和元昊

一模一样，深得元昊喜爱，被立为太子。



银
川
史
话

105
太子宁令哥长大成人后，元昊准备为他张罗婚事。选中的儿媳妇是党项大族没 氏首领没 皆

山的女儿没 氏。



106
没 氏长得非常美艳，体态妖娆，顾盼生姿。当这位未过门的儿媳妇来见公婆时，元昊色心顿

起，不顾人伦，把没 氏纳入后宫占为己有，立为新皇后。



银
川
史
话

107
多年后，年老色衰的野利皇后不再受到宠幸，被元昊赶到了别处居住。太子宁令哥未过门的娇

妻被夺，也只好忍气吞声，不敢有一句怨言。



108
元昊荒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反对。特别是元昊的左膀右臂、掌握西夏军政大权的野

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俩，他们对妹妹野利皇后被废十分不满。



银
川
史
话

109
野利兄弟发牢骚说：“国主整天就知道饮酒作乐，不管国事。这样下去国家就危险了。”这些

话传到元昊的耳朵里，他很不高兴。



110
夏朝君臣之间的嫌隙使得宋朝有机可乘。宋朝著名将领种世衡此时正驻守陕西，防守宋夏边

境。种世衡知道野利兄弟善于用兵，极难对付，便趁此机会，成功实施反间计，使元昊冤杀了野利
兄弟。



银
川
史
话

111
野利兄弟被冤杀后，引起了一些党项大族的不满，导致政局动荡。元昊为了安抚野利族人，便

命人把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接到宫里居住。



112
没藏氏刚刚丧夫，被接入宫内，对元昊的不杀之恩十分感激。这个没藏氏也是绝色美人，生得

面若桃花，体态风流。李元昊一见不禁色心又起，竟在宫内与没藏氏私通。



银
川
史
话

113
宫内人多眼杂，这件丑事被皇后没 氏发觉后，大哭大闹不肯罢休。元昊没法子，只好把没藏

氏送出宫去，让她出家为尼，住在兴庆府戒坛寺内，赐号没藏大师。



114
但元昊对没藏氏念念不忘，时不时地溜出宫去，借礼佛之名，跑到戒坛寺和没藏氏幽会。



银
川
史
话

115
元昊每次出去打猎，都要带没藏氏一同出游。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二月，元昊与没藏

氏在一个叫两岔河的地方打猎，没藏氏在此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谅祚。



116
元昊喜得儿子，下令封没藏氏为皇后，封她的哥哥没藏讹庞为国相。



银
川
史
话

117
没藏讹庞为人阴险狡诈，他深知自己的荣华富贵都是因为元昊宠幸妹妹没藏氏的缘故，一旦

元昊不再宠幸没藏氏，他们兄妹就可能面临杀身之祸。没藏讹庞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毒辣的
计策。



118
一天，没藏讹庞请太子宁令哥赴国相府饮宴。宁令哥母后被废，太子地位不保，心情非常愁

闷，正想借酒消愁，便应邀来到了国相府。



银
川
史
话

119
期间，没藏讹庞用美酒佳肴尽情款待着太子宁令哥，并乘机挑拨元昊父子的关系。宁令哥听了

没藏讹庞的挑拨之言，决定杀死父亲元昊，夺取帝位。



120
见太子酒后露出弑父之意，没藏讹庞便撺掇宁令哥趁元宵夜宫内设宴赏灯之机，潜入禁宫，刺

杀元昊。他还保证等事成之后，就扶助太子登基称帝。



银
川
史
话

121
元宵佳节即日，兴庆府和贺兰山离宫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是，在这

看似喜庆的气氛中，却隐隐透出几丝冷冷的杀机。



122
果不出没藏讹庞所料，元昊这天在离宫内大摆酒宴，让妃子和群臣们陪自己尽情欢饮，一直闹

到半夜三更酒足饭饱之后，才踉踉跄跄地回到寝宫休息。



银
川
史
话

123
元昊刚准备更衣睡觉，忽见帘幕后闪出一人。元昊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宁

令哥，便责问他为何半夜三更闯入禁宫。



124
宁令哥并不答话，从身后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对着元昊骂道：“昏君！你幽禁我母后，夺

我妻子，哪里有做父亲的样子！今天我要杀了你！”说完挥刀就向元昊面门劈去。



银
川
史
话

125
元昊“啊”的一声，酒早吓醒了一半，急忙闪身躲避，可是毕竟酒醉行动迟缓，虽没被宁令哥

的这一刀砍掉脑袋，鼻子却被整个削了下来，顿时血流如柱。



126
元昊被砍掉鼻子后，血流不止，又惊又怒，当天夜里就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对身边的侍臣

和嫔妃们嘱咐道：“太子宁令哥弑父谋反，当擒而诛之。我死之后，皇位由皇弟委格宁令继承。”



银
川
史
话

127
元昊被刺驾崩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没藏讹庞的耳朵里，他见计策成功，立即命令府里的侍卫们

严阵以待，准备抓捕太子宁令哥。



128
过了不久，满身是血的太子宁令哥逃进了国相府。没藏讹庞立即命人将宁令哥以弑君之罪杀

死，把他的人头挂在城楼上示众。



银
川
史
话

129
元昊死了，太子也死了，西夏国内乱作一团，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早就谋划好这一切

的没藏讹庞召令群臣上殿，强令众人拥戴没藏皇后之子谅祚为西夏国主。



130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年仅一岁的谅祚登上西夏皇位。他的母亲没藏氏被尊为

皇太后。没藏讹庞仍为国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西夏进入了外戚专权的时期。



银
川
史
话

131
没藏氏如愿当上了皇太后，但元昊父子反目、自相残杀的惨景却成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她时

常被噩梦惊醒，梦里元昊对他兄妹二人切齿痛骂，太子宁令哥拎着血淋淋的脑袋向她索命。



132
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没藏皇太后为了祈求上天保佑谅祚“圣寿无疆”和西夏国祚万

世永存，征发了几万兵士和役夫，在兴庆府西南建造了著名的承天寺。



银
川
史
话

133
经过5年的修建，这座宏伟的寺庙终于完工。没藏皇太后特意把宋朝赐予的《大藏经》供奉于寺

中，并邀请回鹘高僧登座讲经。她自己也时常带着小皇帝谅祚前去聆听。于是，这里很快成为皇家
最重要的寺院之一。



134
承天寺是西夏著名寺院，位于兴庆府西南（今银川市兴庆区）。寺院坐西朝东，殿宇廊屋，规

模宏大。



银
川
史
话

135
承天寺塔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塔体简朴淡雅，清秀挺拔。整座塔共11层，为楼阁式砖塔。



136
西夏拱化五年（1067年），夏主谅祚去世，子秉常即位，年方7岁。其母梁太后摄政，西夏再次

陷入外戚干政的混乱时期。皇族与后族之间为了争夺西夏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不休。



银
川
史
话

137
西夏大安七年（1080年），成年的秉常不甘心做个傀儡皇帝，决定亲政。此举引起当权的梁氏

后族的强烈不满，他们发动政变，囚禁了秉常，西夏再次陷入了动荡之中。



138
当时的宋朝，神宗任用名相王安石进行变法，使国力有了很大提升。宋神宗得知西夏国内动

乱，十分高兴，决定派遣大军一举荡平西夏，以雪国耻。



银
川
史
话

139
西夏大安八年（1081年），宋神宗任命宦官李宪为统帅，率大将种谔、刘昌祚、高遵裕、王中

正分兵五路，挥50万大军直捣西夏腹地，想一举消灭西夏。



140
宋军虽然来势汹汹，但一方面领兵的李宪、王中正都是宦官，没有打过仗，没有军事经验，另

一方面其他将领都自以为是，不听调遣，给讨伐西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银
川
史
话

141
宋朝大臣、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忧心忡忡地劝说神宗：“伐国，大事也，怎么能让宦官领兵出征

呢？现在陛下任命李宪为帅，将领们是不会听从他的命令的。”但神宗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42
见宋朝大军压境，梁太后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年轻的将领们纷纷要求带兵出战，但一个老

将军却说：“不必惊慌，只要坚壁清野，诱敌深入，聚精兵于灵、夏，派遣轻骑断敌粮道，宋兵无
粮，不战自溃也。”梁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



银
川
史
话

143
宋军进入西夏后，如入无人之境。刘昌祚率泾原路5万宋军沿葫芦河北上，在磨脐隘大败西夏

军，攻占鸣沙城。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打到了灵州城下。



144
灵州防卫十分空虚，连城门都没来得及关闭，正是宋军攻占这座西夏重镇的大好机会。但环庆

军统帅高遵裕怕刘昌祚攻占灵州，立下首功，竟下令刘昌祚不准进攻灵州。



银
川
史
话

145
宋军将领间的互相掣肘，给了西夏人喘息的机会。他们一面加强灵州防御，一面派兵从背后截

断宋兵粮道，还掘开灵州城下的七级渠，水淹宋军。



146
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宋军断了粮道柴薪，只好砍伐灵州郊外的柳树做燃料。随军出征的文官张舜民

看了，悲愤地写道：“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银
川
史
话

147
宋军攻不下灵州，饥寒交迫，只好狼狈撤退。此役宋军伤亡十余万人，物资的损耗更是惊人。

西夏也丢失了西南重镇兰州及横山地区的米脂等堡寨。



148
灵州之战后不久，梁太后迫于战争中损失惨重和国内民怨沸腾的压力，只好把被囚禁数年的秉

常放出来，让他重新当国君。同时，派遣使臣与宋朝议和，以安定人心。



银
川
史
话

149
西夏大德五年（1139年），仁宗即位，西夏迎来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不料外戚干政的局面

再次出现，这次企图篡权的是汉族大臣任得敬。



150
任得敬原为北宋西安州通判，后投降西夏。西夏大德三年（1137年），任得敬把年仅17岁的女

儿献给西夏国主乾顺为妃。乾顺对任氏十分宠爱，任得敬父凭女贵，从此飞黄腾达。



银
川
史
话

151
同时，他用金银珠宝贿赂当权的晋王嵬名察哥，嵬名察哥向仁宗举荐任得敬，说他文韬武略无

所不通，是难得的人才。仁宗信以为真，任命任得敬为尚书令，后又任命他为国相。从此，西夏的
大权被任得敬掌控。



152
任得敬执掌大权后，在朝廷上安插自己的亲信，控制了皇宫与都城的行政大权。他自封为楚

王，出入的仪仗规格和皇帝仁宗相差无几，仁宗却拿他毫无办法。



银
川
史
话

153
权势薰天的任得敬得寸进尺，竟狂妄地要求仁宗搬到瓜州、沙州居住，把灵州、夏州一带分封

给自己，甚至公然提出分国的要求。仁宗被逼无奈，只好派遣使臣赴金国，为任得敬请封为王。



154
金世宗听了西夏使臣的陈述，十分奇怪，他说：“一个国家的君主，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

的国家分一半给别人？这一定是大臣弄权，威逼其主。此事断断不能答应。”驳回了册封任得敬的
请求。



银
川
史
话

155
任得敬得知金国没有册封他，便准备发动宫廷政变。仁宗在金国和朝中不满外戚干政的大臣帮

助下，采取果断措施，将任得敬及其同党一网打尽，西夏终于避免了一次亡国的危机。



156
由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王国曾强盛一时，与宋、辽、金鼎足而立近200年，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灭

亡的命运。灭亡西夏的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银
川
史
话

157
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多次，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未能消灭西夏，党项人依靠兴庆府外围的

深沟高垒、难以翻越的贺兰山脉和汹涌宽广的黄河，一次次地击退了蒙古大军的进攻。



158
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率领大军攻打西夏，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是64岁的高龄了，他发誓要

在有生之年消灭西夏，扫平南进的障碍。



银
川
史
话

159
成吉思汗的军队先后攻破西夏数十座城池，占领沙州、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不仅突破了

贺兰山天险，而且从河西走廊绕过黄河，攻占了六盘山地区，把那里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大本营。



160
西夏献宗李德旺目睹国家陷入无尽的苦难和战火，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把帝位传给侄儿李 ，

他自己则因为忧愁过度、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银
川
史
话

161
李 还是个年轻的王室子弟，怎能经得住这么残酷的战争考验？他只能把全国的精锐军队集中

到中兴府和灵州两地，企图依靠黄河和贺兰山天险，与蒙古做最后的较量。



162
1226年的冬天，蒙夏之间最惨烈的一场大战在灵州爆发了。西夏老将嵬名令公率领数十万将士

和蒙古大军在黄河冰面上展开决战，血染长河，用生命捍卫着帝国末日的荣光，但终究回天乏力。



银
川
史
话

163
灵州陷落后，中兴府成了最后一座孤城。在数万英勇党项勇士的保卫下，这座孤城一直坚守到

1227年的夏天。



164
西夏宝义元年（1227年）六月，中兴府已经被蒙古大军重重包围了近一年，城内的粮食早就吃

光了，饥饿的士兵和市民开始吃树皮和草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银
川
史
话

165
西夏末主李 孤独地坐在皇宫里，愁眉不展，他已经近一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城外的战

鼓声和厮杀声几乎天天不断，蒙古大军把中兴府围得水泄不通，连一只鸟也飞不出去。



166
为了挽救中兴府的无辜百姓，李 决定亲自前往六盘山蒙古大营面见成吉思汗，以表投降的诚

意。其时，成吉思汗也身染重疾。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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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成吉思汗强撑着病体，在六盘山行宫亲自接见战败的西夏国主。李 跪伏在地上，手捧着降

书，请求成吉思汗宽限一个月，等准备好后就正式投降。



168
成吉思汗知道李 想拖延时间，等待金国发救兵，他表面上答应了李 的请求，强打着精神，不

让李 看出自己病重。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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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李 刚离开六盘山行宫，成吉思汗就病重不起了。他痛恨西夏皇族反复无常，难以驯服，下令

蒙古大军将顽抗的西夏军民杀光，为他泄愤。



170
成吉思汗去逝后，蒙古人秘不发丧，就等着西夏开城投降。返回中兴府的李 也不知道成吉思

汗已经去世。西夏君臣决定投降，迎接蒙古人进城。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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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西夏投降后，蒙古军队依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西夏末主李 及其他皇族几乎全部杀死，立国

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就此灭亡。



172
西夏都城中兴府虽然在蒙古灭夏的战火中遭到严重毁坏，但幸运的是，在蒙古将领察罕等人的

保护下，大部分中兴府居民得以幸存，为中兴府城的复兴留下了希望之光。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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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中兴府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他任命原西夏国相斡道

冲的后代朵儿赤担任中兴路新民总管，还派遣郭守敬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



174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市）人。元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他因水利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受到忽必烈的赏识，被任命为诸路河渠提
举，负责管理全国的水利建设。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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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郭守敬来到中兴府故地后，率领手下的官员对黄河两岸进行了勘探，查清了地势和水情。并

深入了解当地水渠流程、水利灌溉历史和治水、治淤的经验，为朝廷绘制了一份较为翔实的宁夏河
渠图。



176
郭守敬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因旧谋新”的方案，就是按照旧有河渠的走向进行疏

浚，可以省民力、省时效，达到最快恢复银川平原水利原貌的目的。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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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在他的指导下，银川地区的水利建设普遍采用了新的工程技术，修筑渠、堰、陂、塘，大都采

用了“闸堰”，即水坝和水闸（斗门）。水坝和水闸起到了控制水流、水量的作用，从而提高了整
个灌溉系统工程的灌溉和防洪能力。



178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郭守敬就完成了对中兴府唐徕、汉延两大古渠的疏浚工程。接着他将

灵州、应理（今宁夏中卫市）、鸣沙等地的10条干渠以及黄河两岸所有大小支渠共计68条统统进行
了一次彻底整治。



银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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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郭守敬完成了中兴府的水利工程修复工作后，又接受了忽必烈令其探查黄河宁夏段能否开通水上

漕运的任务。他从中兴府黄河渡口乘木船顺河而下，经过4个昼夜，到达了今内蒙古东胜地区。



180
一路行来，他对中兴府黄河水道的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到京城后，郭守敬向忽必烈报告了

黄河河段的勘查结果。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从宁夏中卫经中兴府至内蒙古东胜设立水运驿
站，开通水道漕运。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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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郭守敬因治水有功，返京后被提拔为都水少监。中兴府百姓十分感激他，特意修建了一座生祠

来纪念他。



182
元代，银川是中兴行省的省治要地，是河西走廊丝绸古道通向关中及元朝都城——大都（今北

京市）的交通要道。无数回回先民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在银川地区屯垦驻扎，银川地区开始成为
回回先民们的新家园。



银
川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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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在今天银川市永宁县境内，有一个叫纳家户的回族村庄，这里民风淳朴，历史悠久。从这个回

民村落的历史中，人们就可以了解银川回族饱经沧桑的历史轨迹。



184
纳家户回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元代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

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主滇6年，云南大治，被忽必烈追封为咸阳王。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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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赛典赤·赡思丁的长子纳速拉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出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也是一位

很有政绩的回回官员，后被追封为延安王。他的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纳、速、拉、丁等为姓，在
陕西、宁夏等地繁衍生息。



186
在纳家户村，有一座建筑精巧、富有回族特色的清真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纳家户清真寺。它

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历经沧桑变迁，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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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在这座古寺里，有一块匾额，上面记载道：“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年间。”说

明早在元代，纳速拉丁后裔中的一支，就千里迢迢从关中迁到了这里。



188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各地：“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本类

自相嫁娶。”明朝政府提倡回汉通婚，使回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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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银川地区的回汉两族渊源深厚，许多汉族受回族影响，信仰了伊斯兰教，也有很多汉族姑娘嫁

给了回族小伙。在银川地区，回汉民族关系融洽，共同为这块土地的繁荣兴旺做出了贡献。



190
明朝建立后，元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明军暂时无力据守宁夏银川地区，故在洪武三

年到五年间（1370—1372），把兴州、灵州等地的百姓，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北部银川平原造成
无人区。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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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明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之弟耿忠为指挥，置宁夏卫，归陕西都司管辖。

又从中原及江南调发军民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人居多，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
使银川地区的生活习俗也具有了“江左之风”。



192
明初，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万里边防线上，先后建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

（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及固原等9个军事重镇，总称“九边”。宁夏地区占有两镇，其
中宁夏镇城正是今银川市。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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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明正统九年（1444年）十月，朝廷下令拓修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市）。经过大规模的修复扩

建后，明代的宁夏镇城郭高3丈5尺，基阔2丈。镇城有6座城门，整个城郭的门楼、角楼及悬楼、铺
楼达171座之多。



194
明代宁夏镇城不仅商业兴盛，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还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园林城。镇城内外建有

丽景园、金波湖等53处景观。其中建于东门外的丽景园，是庆王朱栴的私家园林，规模宏大，风景
绝佳。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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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朱元璋为了巩固朱姓天下的统治地位，制定了“以同姓治异姓”的国策，把26个儿子中的24个

和1个重孙，先后分封到内地和边境各重要地区为藩王。封藩到宁夏镇的是庆王朱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