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亮 

主
编

杨
心
刚 

绘

■
 

责
任
编
辑 

吴
月
霞 

丁 

佳 

闫
金
萍

■
 

封
面
设
计 

杨
心
刚

定价：68.00元

邱
新
荣 

总
主
编

戴 

亮 

主
编     

杨
心
刚 

绘

连

环

画

连 环 画





银川史话连环画

编  委  会

总策划：徐广国

主  任：白尚成

副主任：钱秀梅

委  员：张光华  韩江龙  雍  辉  戴  亮

        蔡一楠  杜  萍  张  翅

创意策划·总纂·总主编：邱新荣

主  编：戴  亮

副主编：蔡一楠  杜  萍  张  翅

绘  画：杨心刚

文字改编：王晓华

审  稿：孙生玉  陆维成

编  辑：陈  璞  张金兰  邢晓晖  马  娜  刘茂军

        杨  佳  陈  菲  高  龑  王彩霞  樊鸣华

        马丽娜  刘丽娟  刘思彤  王  斌



邱
新
荣 

总
主
编

戴 

亮 

主
编     

杨
心
刚 

绘

连

环

画



戴  亮  主编  杨心刚  绘

责任编辑　吴月霞  丁  佳  闫金萍
封面设计　杨心刚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银川史话（连环画）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119 
开       本　720 mm×980 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891-5/ J·47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川史话 : 连环画 / 戴亮主编；杨心刚绘. — 银

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227-05891-5

. ①银…  . ①戴… ②杨… . ①连环画－中国

－现代 Ⅳ. ①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388号



银
川
史
话

001
美丽的银川，自古就是祖国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又被称为凤凰城。凤凰是我国神话传说

中的幸福鸟和吉祥鸟，哪里有凤凰，哪里就有幸福平安和吉祥如意。



002
凤凰城只是一个传说，它寄托着人们对银川的热爱之情。银川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3万多年

前的水洞沟文化。那段远古记忆，真实记录着银川这座塞上古城的婴儿时代。



银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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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水洞沟位于银川以东19公里处，这里荒凉偏僻、人迹罕至，一道高15米的断崖绵延着伸向远

方，俯视着一条由东向西长年流水的小山沟。数万年来，流水将河道切割成两壁屹立的峡谷。



004
几万年前，这里曾经有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不时有犀牛、鸵鸟、野驴和羚羊经过。在碧水蓝

天下，先民们拿着自己打磨的石器追猎动物，过着平静的群居生活……



银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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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数万年过去了，这段神秘而漫长的历史已被岁月湮没，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考古之旅，水

洞沟文化才重现人间。



006
1923年6月的一天，通往水洞沟的山道上，突然出现了一队人马。队伍里有两个碧眼金发的外国

人，他俩穿着奇特的衣服，还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仪器。这两个外国人就是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
德日进和桑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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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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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德日进（1881—1955），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法国人。1923—1946年先后8次来中国，在

中国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的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曾与中国政府合作绘制中国地图，还参与
了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工作。



008
桑志华（1876—1952），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来到中国，从事

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创建了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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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德日进一行此次来到水洞沟，绝不是偶然之举。在此之前，他们就从曾到过水洞沟的比利时神

甫绍特口中，得知那里可能有古生物遗迹和化石。1923年5月，他们从天津出发，经包头、鄂尔多斯
等地，踏上了前往水洞沟的科学探险旅程。



010
德日进和桑志华住进水洞沟旁边的一家小旅店——张三小店，开始在清水河北崖进行发掘。

四五十天后，他们将挖掘出土的数百公斤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装入木箱，转运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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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他俩回国后，将带回来的石器标本送给考古权威步日耶教授进行共同研究。经过5年时间的潜心

研究，将形成的报告于1928年正式公布，水洞沟文化从此震惊世界。



012
在水洞沟发现的这些旧石器竟与西欧旧石器时代莫斯特、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石器有着惊人

的相似。在距离法国莫斯特古人类遗址8000多公里之遥的宁夏水洞沟，会发现如此众多且外形相似
的旧石器，令人们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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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今天的水洞沟，仍然留给人们许多未解之谜。史前人类的许多奥秘，就深埋在这片黄土地下，

等着人们去探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荒凉的小山沟，却是开启银川跨入文明之门的金钥匙。



014
196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和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暖泉村南约3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

坡地东缘，发现了一处有多座房屋居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银川境内最
早的房址，被称为银川原始先民最早的“家”。



银
川
史
话

015
这处四五千年前的民居遗址，均为一个个单间结构的居室，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小的村落，每间

房屋都略呈正方形，圆角，边长3米左右，相当于现代住房的半间。室内除了少量细石器外别无其他
遗存。



016
这些居室的结构相对简单，面积比较小，设在房屋中间的火塘，除了用来烹煮食物外，还可用

来取暖和照明。石磨盘和磨棒则可用来研磨粮食或植物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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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这些居室遗址与半坡文化遗址十分接近，也说明了当时银川地区的先民和中原地区的先民有着

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交流。



018
夏、商、周时期，银川平原是猃狁、獯鬻、鬼方、西戎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他们放牧牲

畜，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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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这些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今天的人们要想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

况，只能通过那一幅幅镌刻在贺兰山岩壁上的岩画。



020
公元6世纪初，我国地理学家郦道元描述、记录过贺兰山岩画。他在《水经注》中说：“河水又

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
亦谓之画石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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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贺兰山岩画主要分布在贺兰山东麓的一些水草丰茂的沟崖和丘陵岩壁上，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其中又以银川境内的贺兰口岩画最具代表性。



022
贺兰口岩画距银川城50余公里，位于贺兰山中段的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此处山势高峻，岩石密

布，那些珍贵的岩画就镌刻在这些不起眼的大块岩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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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目前发现的贺兰口岩画共有数千幅，分布在沟谷两侧绵延600多米的山岩石壁上。画面艺术造型

粗犷浑厚，姿态自然，以人首像为主的岩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为牛、马、驴、鹿、鸟、狼等
动物图形。



024
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口岩画中的“镇山之宝”，它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高的石壁上，头部有

放射形线条，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有睫毛，炯炯有神。它是古代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太阳
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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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贺兰山岩画的产生可上溯到春秋战国以前，约在新石器晚期，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下限

延至宋、西夏时期，历史悠久。



026
春秋战国时期，银川地区被西戎占据。西戎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以部落联盟

为基础，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方国，其中在宁夏银川平原及盐池一带活动的是朐衍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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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这时，秦国在关中地区强盛起来，开始向西开拓疆土。在宁夏境内活动的义渠戎、朐衍戎与秦

国先后争战数百年，最终被秦国征服。



028
秦更元五年（公元前320年），秦惠文王以胜利者的姿态巡游到朐衍戎领地——银川平原的黄河

岸边。在这里，他受到朐衍戎部落的欢迎，他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国君，还把一
只长有五个蹄子的牛献给他，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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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皇朝。与此同时，

在秦的北方，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部落也如日中天，迅速强盛起来，这就是匈奴。



030
匈奴趁秦国发动统一战争而无暇北顾之机，渡过黄河，占领了银川平原，把这里变成了匈奴人

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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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有匈奴这个强大的敌人在北方虎视眈眈，秦始皇如芒刺在背，心神不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

前215年），始皇帝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占领河套一带，银川平原重归中原王朝版图。



032
秦始皇为了长久地占领这块沃土，决定在这里移民实边，屯垦农田。这样，银川平原迎来了历

史上的首次农业大开发。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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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银川平原有着引黄灌溉的天然优势，秦朝军民在这里开渠引水，灌溉着万顷良田。相传古老的

秦渠就开凿于秦朝时期。



034
秦末天下大乱，楚汉相争，在银川平原上屯垦戍边的将士和农户们纷纷逃离，匈奴人重新占据

了这块地方。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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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汉武帝时，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夺取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银川地区再次回归中原王朝管辖，

并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经济大开发的黄金时期。



036
银川地区在汉代属北地郡管辖，境内最早出现的县城是兴建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前后的廉县城。关于廉县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属西汉北地郡十九县之一。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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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汉代廉县辖境包括今银川市贺兰县西北及石嘴山市平罗县，这里不仅是两汉时期银川地区屯田

植谷、移民实边的县级政治、经济中心，还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



038
西汉时期，政府开始向河套地区大规模移民实边。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一次就迁

徙70多万人到河套一带安家落户，其规模可谓空前。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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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朝政府在今银川市东郊掌政镇洼路村一带，建成一座北典农

城，俗称吕城，用以管理屯田积谷等事宜。匈奴等游牧民族则称之为饮汗城。



040
这座管理银川平原屯田事业的小城是当时典农都尉的驻地之一。这座小城，也是银川最初的城

市雏形，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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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东汉时期，鲜卑人成为汉朝北方的重要边患。鲜卑首领和连性格残暴、酷爱征伐，他时常带兵

侵入北地郡，掠夺人口和财物。



042
一次，和连又率领数万骑兵攻打北地郡。廉县有一位神箭手被汉军征召入伍，前往抗击鲜卑人

的进攻。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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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正当和连在城下耀武扬威的时候，这位廉县的神箭手在城头上挽弓搭箭，对着和连的胸口就是

一箭。



044
这支羽箭正中和连的心窝，和连一头栽下马来，气绝身亡。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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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鲜卑骑兵见廉县有如此神勇的神箭手，哪里还敢攻城，随即逃得干干净净，再也不敢侵扰北地

郡了。



046
十六国时期，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和大夏政权先后在银川及邻近地区角逐，但在银川地区

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是大夏政权。大夏的建立者是匈奴贵族赫连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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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赫连勃勃非常喜爱饮汗城的美丽风光，他将饮汗城改建为“丽子园”，使之成为贵族园林和大

夏的驻兵、屯粮重镇。



048
现在银川北郊有一座耸立千年的古塔，始建于何年何月不详，只知道大夏国王赫连勃勃曾经重

修过它。因位于城北，人们称之为“北塔”。相传它巍然耸立在银川平原上至少已有1500年。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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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银川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破坏。直到北魏建立后，银川地

区重新开始兴修水利，开垦农田，使这里又恢复了生机。



050
北魏时在银川平原兴修水利最有名的人是刁雍。刁雍，字淑和，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

南）人，出身士族豪门。刁雍历任建义将军，青、徐、豫三州刺史，都督将军，封东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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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任薄骨律镇（今宁夏吴忠市西北）镇将。他到任后，看到银川

平原地区因长期战乱，渠塞田荒，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他决心改变这
种落后面貌。



052
为了恢复银川平原灌区的农业生产面貌，刁雍反复进行实地勘查后发现，在富平县（今宁夏吴

忠市西南）西北15公里近黄河的艾山之下有一条汉代古渠，虽然河床已淤堵，但只要进行疏浚，仍
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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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刁雍决定修复这条古渠。在表奏魏太武帝获准后，他率领薄骨律镇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水利建设

工作。



054
他观察到黄河水在艾山下支裂为东西两支，西支河小势弱，便于施工，于是便在次年春季枯水

期，于西河下方2.5公里处打坝截流，抬高水位，迫使河水全部进入古高渠口。由于渠道已被清淤，
河水无阻而下，古渠得以复活。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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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这项工程只用工4000多人，费时60日，就完成了新灌渠的开凿复流。新灌渠可灌溉农田4万余

顷，使银川平原的河西灌区成为重要的农业灌溉区，为银川被喻为“塞上江南”打下了基础。



056
到北魏、北周时期，赫连勃勃建造的饮汗城兼丽子园，被改建为怀远县和怀远郡。银川地区的

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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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美丽的银川平原，很早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据北宋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所撰写的

《太平寰宇记》记载：“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
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就是“塞上江南”称谓的来历。



058
北周初年，有着统一全国的雄心的周武帝，派遣大军征伐南朝陈国，想结束数百年来南北分裂

的局面。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大将王轨率大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直扑陈国都城建康（今江
苏南京市）。



银
川
史
话

059
陈国派大将吴明彻率领3万人马前去迎战。吴明彻虽然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但王轨大军气

势如虹，士气正旺，一场激战之后，陈国军队被彻底击溃，吴明彻只好率军投降。



060
如何妥善处置3万陈国战俘，成了周武帝宇文邕的一块心病。经谋士策划，周武帝决定把这些南

方军人迁到位于今天银川平原上的灵州去，在那里化兵为民，进行屯垦建设。



银
川
史
话

061
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战乱，使灵州成了半农半牧的边疆军事重镇，那里的百姓多半都是鲜卑、

匈奴等游牧民族，性格粗犷豪放，不擅农业生产，与南朝人擅长农耕、崇尚礼仪的经济文化特点形
成鲜明对比。



062
3万陈国战俘被迁往灵州之前，以为灵州是一块不毛之地，十分沮丧，但到灵州后，却发现这里

有着丰富的黄河水资源，还有着比较完备的水利灌溉设施。他们十分高兴，安心在这里住了下来，
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银
川
史
话

063
这些被俘的陈国士兵主要以江浙籍人为主，他们来到银川后，把南国的风俗习惯、水乡文化带

到了银川，同时也将优良高产的农作物籽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适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先进的生
产经验一起传播到新的家园。



064
他们辛勤劳作，努力建设这个新家园，银川很快就变得和江南一样繁荣富庶了，居民的生活习

俗也有了很大改变，从粗犷豪放、不拘小节变得彬彬有礼、崇尚礼仪。人们不禁称赞这里是名副其
实的“塞上江南”。



银
川
史
话

065
黄河在银川平原上曾多次变道，一方面给银川平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给人们的生产生

活带来了危害和不便。到了隋唐时期，黄河不断向西移床，冲毁河岸，开始威胁到怀远城的安全。



066
唐仪凤二年（677年），黄河泛滥冲毁了怀远城，唐皇下令在旧城西部较高处重新选址修建怀远

新城，这座新城就是今天银川的前身。



银
川
史
话

067
在银川西郊、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坡地上，有一片面积约50平方公里、规模宏大的帝王陵遗

址，这就是著名的西夏陵。这些陵墓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一个逝去王朝的如烟往事。



068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到

了唐代，吐蕃王朝强大起来，四处扩张，党项人不堪其扰被迫离开家乡，向东迁徙。



银
川
史
话

069
唐皇将归降的党项诸部安置在河套地区的灵、夏等州，即今天宁夏的银川平原及陕西北部一

带。党项人在这里安居乐业，自由放牧，渐渐开始强盛起来。



070
唐朝末年，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并晋爵夏

国公。党项族所辖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割据藩镇之一。经历了唐、五代、北宋诸朝，党项族已在河
套地区游牧数百年。



银
川
史
话

071
宋朝建立后，开始用武力消灭各族的割据势力。夏州党项族自然也成了宋朝的眼中钉。太平兴

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借党项内部争权之机，迫使定难军留后李继捧交出了银、夏、绥、宥四州
八县之地。



072
正当宋太宗以为从此彻底解决了夏州党项割据之患的时候，哪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夏州，不甘受

制于人的党项贵族们又燃起了反叛宋廷、思谋独立的星星之火。



银
川
史
话

073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七月的一天，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境内）城内突然响起一阵哀乐声，只

见几十个年轻人披麻戴孝扶着一具棺木向城门走去，为首的党项青年就是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李
继迁，而这一年李继迁仅20岁。



074
李继迁巧妙地骗过了守城兵士的盘查，率领数十名亲信逃离了银州，来到党项人的祖居之

地——夏州东北的地斤泽。这里牧场辽阔，部落众多，是党项族复兴的理想场所。



银
川
史
话

075
李继迁到地斤泽后，拿出高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给当地党项人看，神情激愤地说道：“大家如果

没有忘掉李氏祖先对党项人的恩惠，就跟着我一起为复兴党项而战吧！”



076
大家听了李继迁的豪言壮语，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誓死追随李继迁，重振党项族。随着李继

迁的声名远播，前来归附的党项部众越来越多，李继迁率部开始踏上了党项族的复兴之路。



银
川
史
话

077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九月，李继迁向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定州等地发动进

攻，怀远镇等宋军重要据点全被攻占，灵州成了一座孤城。



078
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占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开始大建宫室，设立百官，强迫

银、夏的居民迁至西平府一带，把西平府建成了党项族割据势力的大本营。



银
川
史
话

079
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李继迁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李德明实施与宋朝议和、向西攻

掠的战略，他用20多年时间，先后多次进攻甘州回鹘和西凉府吐蕃六谷诸部，向河西拓疆千里。



080
李德明觉得西平府东距宋夏边境不过数百里，极易受到宋朝的威胁，而西距河西瓜州、沙州

（今甘肃敦煌）诸州又非常遥远，交通不便，不适合做国都。他迫切地想要寻找新的建都地点。



银
川
史
话

081
宋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的一天，李德明到怀远镇西北的贺兰山打猎，见这里依山傍水，地

势险要，是一块虎踞龙盘的绝佳建都之所，便萌生了在这里兴建新都城的想法。



082
李德明立即下诏准备迁都，但他的想法引起了一些党项贵族和大臣的疑虑和不解。他们劝谏

说：“西平府民风淳厚，经济发达，为何要迁都到河西小小的怀远镇去呢？”



银
川
史
话

083
李德明向族众们解释说：“西平府地势平坦，没有屏障，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怀远镇就不一

样了，那里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还有西平府为其屏障，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党项人的绝
佳建都之所啊！”



084
李德明任命大臣贺承珍率领筑城的民夫，在怀远镇大兴土木，修建门阙、宗庙、宫殿、官署等

建筑。经过几年的紧张建设，到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一月，一座宏伟的新都终于建成了。



银
川
史
话

085
李德明如愿完成了迁都怀远的梦想，他高兴地给这座新都起名为兴州，寓意是党项人将在这里

兴旺发达，永享安乐与太平。



086
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在兴州病故，享年51岁。他继承父亲李继迁开创的党项复

兴事业，奠定了西夏正式建国的基础，特别是建都怀远镇并改名兴州，这是银川建城史上的大事。



银
川
史
话

087
西夏显道元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并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庆府

的城市设计，深受唐宋都城的布局的影响。城呈长方形，周长9公里，护城河宽10丈。南北各2门，
东西各1门，城门上建城楼。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20余街坊。



088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李元昊出生，小名嵬理，母亲卫慕氏。元昊性格沉勇刚毅，多谋

善断，喜欢读书，多才多艺，是一位杰出的党项族领袖。



银
川
史
话

089
李元昊对父亲李德明臣事于辽、宋不以为然，当年他曾劝谏说：“我们党项族雄踞西北，国境方

圆千余里，拥有雄兵数十万，已经具备了称王的条件。如此基业，何必要给别人下跪当臣子呢？”



090
李德明对儿子说：“我们党项人30多年来能够穿上丝绸织成的华丽衣服，这都是宋朝给我们的

好处啊，我们不应该辜负宋朝对我们党项人的恩德。”



银
川
史
话

091
元昊年轻气盛，争辩道：“我们党项人自古以来的习俗就是穿皮毛制成的衣服，从事游牧生

产。何况大丈夫在世，应当建立称王称霸的不朽功业，为何要贪恋华丽的丝绸衣物呢？”



092
宋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在兴州继位，宋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等职。但元昊对

这些封赏嗤之以鼻，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银
川
史
话

093
元昊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称帝建国的行动，他首先颁布了秃发令，恢复党项族原有的发饰。他

命令三天之内，全国的人都要秃发，违令者“许众共杀之”——任何人都可以把不愿秃发的人杀死
而免于刑责。



094
夏显道元年（1032年）五月，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定为西夏国都，并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

城、殿宇，使兴庆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银
川
史
话

095
元昊非常重视文化，深知语言文字是党项民族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为了在文化方面与宋、

辽一争高下，他决定创制党项族特有的文字，为西夏建国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