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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宁夏》

前言

　　挖掘文化底蕴彰显城市魅力（代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并以
此来推动社会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翻开《发现宁夏》，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厚重的浓
浓的民族与历史文化味道，书中对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报道，对
宁夏人文历史全面而深入的挖掘和展示，彰显了宁夏民风民俗文化和历史积淀的独特魅力，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作为一名宣传文化工作者，这本文集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更
是一种责任。它使我认识到，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加大文化建设，不仅是政府的行为，也
不仅是媒体的道义，更是全民都须参与其中的一项千秋功业。　　近年来，银川的各项事业突飞猛进
，各方面的发展成绩喜人。但要实现建设“两个最适宜城市”和跨越式发展目标，必须在重视经济、
科技等硬实力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的竞争力，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怎样让银川这个塞上古
城既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焕发青春风采，同时又不失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与魅力，进而扩大银川文化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银川晚报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
《发现宁夏》的结集出版，无疑会成为我们传承本土文化、挖掘民族特色、彰显历史底蕴的一个典范
。　　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银川市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文化底蕴，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
文化魅力向来为人所称道。雄浑的贺兰山与浩荡黄河造就了银川平原，孕育了浓郁的回乡风情、雄浑
的大漠风光、秀丽的塞上水色。在这里，戍边文化与塞上文化辉映，回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织，伊斯
兰文明与黄河文明交错，江南风光与大漠风貌融为一体，西夏文化趋于湮灭但魅力独具，古人类文明
臻于留存却令人神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鲜明的城市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是银川市
的领导者、建设者所要熟知的，也不独是文化工作者应该研究的，更应是银川市民和社会各界能够也
可以了解的。因此，深入挖掘，大力宣传，不断提升银川市的本土文化，并使之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
落，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深处，清晰地展现给世界，使银川成为一个让市民自豪、世人向往的城市就显
得尤为重要。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银川晚报》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这些年所做的文化
方面的深度报道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挖掘了宁夏、银川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文化优势和人文特色，为
更多的人打开了深入了解宁夏、了解银川的一扇窗口。而只有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城市的过去，深刻地
体悟这块地域的内在文化底蕴，才可能为充分彰显这个城市的文化魅力打下坚实基础，才有可能让更
多的目光聚焦于这块文化厚土，向往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　　《发现宁夏》这本集子虽是过去六年
来报道的合集，触角却触及宁夏历史、地理等各个人文角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
立50年来，银川乃至宁夏的发展变化、生活变迁，既有历史性和客观性，又有对当前文化建设所进行
的鼓与呼，更有对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长远思索和警示。尤为重要的是，对大量抢救性物质遗产和非
物质遗产的客观全面的报道，无疑是对大量的民间文化遗存的系统收集和整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
史料，也为我们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做好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更为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讲，《发现宁夏》，不仅是一次对银川文化资源的全
面梳理，也可以说，是对整个宁夏的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根脉的探寻和展示。如此说来，该书的结集
出版可以视为是对宁夏文化事业发展所做的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值此《发现宁夏》出版之际，
受嘱写下这段文字，以表达我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和《银川晚报》创刊20周年的深深祝
福和美好祝愿。希望《银川晚报》继续加大对文化的报道力度，为打造“雄浑贺兰，多彩银川”的城
市形象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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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宁夏》

内容概要

《发现宁夏》触角触及宁夏历史、地理等各个人文角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
年来，银川乃至宁夏的发展变化、生活变迁，既有历史性和客观性，又有对当前文化建设所进行的鼓
与呼，更有对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长远思索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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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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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照何日重现13.千年古刹--马鞍山甘露寺14.祭海原大地震15.地动了山走了城移了16.海原有个西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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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宫21.探寻黑石峁岩画22.将军楼：残破不堪的历史符号23.滚钟口惊现克马伦丁遗迹？24.李俊塔：我
是明代出生的吗？25.临羌寨：打量西夏的另一双眼睛26.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灵武三道沟岩画27.“龙骨
”之惑28.鹿盘山上鹿盘寺29.“马家窑文化”又现宁夏境内30.千年宏佛塔31.历史的相册32.三教并立的
贺兰山滚钟口33.宁夏史前维纳斯：一个美丽的猜想34.苏峪口古驿道上的摩崖佛像35.碎片的定义36.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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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3.长流水瀑布4.我们发现了溶洞5.固原西海子：与长江黄河齐名的湫渊6.归德沟--一亿年前的公园7.海
原从“西”走进“中”8.古老的第一村--南长滩9.宁夏，沙尘暴的第几站10.清水营纪事11.塞北边城12.
生长在我们城市的那些树13.唐“六胡州”今何在？14.细说从前--探宁夏地名15.岩羊之灾16.盐池有座死
火山？17.在贺兰山上与古冰川面对面18.奇丽的月牙湖第三辑 文化寻根1.寻找银川的历史文化符号2.散
落而含蓄的回族建筑3.寻觅回族服饰4.回族的饮食文化5.回族教育：文化交融的载体6.回族艺术在哪里
？7.风情纳家户8.守望“汤瓶八诊”9.飞脚而踏10.何棍张枪盖世无双11.那些“花儿”12.最后的皮影
张13.黄河筏客14.擀毡匠何兆元15.荒塬上的箍窑第四辑 民间档案1.追忆湖城当年2.银川老城墙3.银川老
火车站4.移民宁夏5.贺兰山下无悔青春6.京星：一个红色农场的童话7.灵武梧桐树乡的北京移民8.宁夏
的唐山人9.为农垦精神干杯10.曾经辉煌的宁夏京剧团11.大山里的老战士12.我们的姓氏有意思13.消失的
万慈会14.踏寻宁夏邮政百年15.被遗忘的清水营“马市”16.从山民到“庄主”17.一个“老银川”的片
段记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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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宁夏》

章节摘录

　　1.水洞沟的秘密　　之一：“张三小店”与水洞沟遗址　　作者：姬恒飞刘宏安　　在灵武市横
山堡以西4公里的明长城南面，有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沟：水洞沟，沟里渗出一股清澈见底的
泉水，它不像一般水流自西向东，却是自东返西涓涓而流。在与长城并行的水洞沟北面的一处断崖，
就是举世闻名的宁夏古人类文化发祥地——水洞沟遗址。如今，水洞沟文化遗址已名扬海内外。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和水洞沟遗址的发现有着很大关联的“张三小店”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2003年，
记者采访了目前最直接的见证人：张三的妻弟赵龙（张三只生育一女，已亡故），揭开了80年前那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　　张三及其“张三小店”　　近日，记者采访了当年挖掘水洞沟时的目击者、见
证人，现年86岁的张三妻弟赵龙。在老人的回忆中，我们走近了张三。　　张三，汉族，本名张梓
，1890年出生，灵武横城水洞沟人，兄弟四人，因排行老三，故人们叫他张三。张三病逝于1965年，
膝下只有一女。20世纪50年代，张三成了村上的“五保户”。人们称“张三小店”是以后的事了，该
店原为其父开的车马小店，地处银川到陕北途中的石坝村公路北侧河滩上，小店距水洞沟遗址约500米
，当时颇具规模，有上房、配房和客房，马棚十几问，分东西二店，店门面北。其父经营的时候，生
意兴隆，一家人的生。活也殷实。由于其父年事已高，到20世纪20年代初，始由张三弟兄轮换经营，
但因边关封锁，过往行人稀少，生意萧条惨淡，店房被拆去许多。不久，小店由张三一人经营，当时
的石坝村也不过四五户人家，所以大家就叫它“张三小店”。小店一直存在到解放后的合作社时期。
张三于1965年病逝，后来当地人都搬迁到十几公里外的临河镇石坝村，水洞沟便没了住户，“张三小
店”在1972年被彻底拆除。　　记者查阅一些关于水洞沟的历史资料时，发现有关“张三小店”的记
载甚少，比较详细的是曾师从德日进的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在1982年《我所认识的古生物学大
师一德日进》一文中这样写道：“水洞沟是荒漠地带，附近一带至少在方圆五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
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是为东来西往的旅客设立的。小店至多只能住四五个人
，也不卖饭，只是客人自带粮米代为烧饭罢了。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那里发掘的时候，据说是
住在东间里，西间是张三夫妇居住，中间一间是厨房。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过外国来客，面貌、服装
、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惹起很大注意。”直至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已亡故，但人们一提起这
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是吃土豆和鸡蛋，想吃顿烙饼都不容易
，因为附近很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和牛奶了。　　水洞沟文化遗址的发现　　1919年，比利时
人肯特由银川前往陕西，从横城古渡东渡黄河，途经横山水洞沟，正好是一天的路程，晚上住在张三
小店，张三第一次见到了黄头发、蓝眼睛、大个子、高鼻梁的外国人。肯特在水洞沟东面不远的地方
发现过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　　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德日
进从巴黎来到天津，放下行装不久，即和原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联
袂北上，开始了他们的鄂尔多斯之行。他们的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
狼山东麓，然后折向西南，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横城，到达灵武的水洞沟，住
进了“张三小店”。晚饭后德曰进去店东台子歇凉，除沟里有水流声外，月夜显得格外安静。他突然
发现小店东北小河切割的断崖上有磷火的奇特现象，便跑到沟下北崖上，看了会儿就来找张三，给了
张三五块银元，打着手势要个大梯子，随后去崖上挖掘。挖掘获得一个动物头骨化石。德日进万分激
动，兴奋得呜里哇啦地唱着歌跳起舞来了。德日进紧紧握住张三的手，说起生硬的中国话：“合作！
合作！”赵龙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上世纪20年代交通很不方便，德曰进是坐当时叫‘架窝
子’的骡车而来的，‘架窝子’就是两匹骡子拉着支有帐篷的睡床。德先生（德日进）他们在我姐夫
的‘张三小店’住了下来。他们说话很快，并常打着手势。”德日进与桑志华一住就是几十天。张三
当时三十岁出头，主要为德日进当向导、跑后勤，骑毛驴到银川采购粮、菜、油、盐和罐头等生活用
品，照顾德日进的生活起居。这段时间也是“张三小店”生意最好的时期。　　德日进制定考古计划
，然后在北崖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挖掘。德日进雇请民工在断崖上又是挖掘又是照相，除小孩外，
大人是不准进入挖掘场所的，整天十分神秘，好像挖到了宝似的。四五十天后竟挖出300多公斤石核、
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八九匹骡子驮回去。他们离开的时候，给了张
三几瓶红葡萄酒和一些布匹，拉着张三的手说他们还会再来。　　德日进和桑志华回国后整整研究
了5年，最后共同署名，写下了长达几十页的1923年水洞沟考古报告，1928年在西方正式公布后震惊了
世界。　　古“宁夏人”的发祥地：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是远古人类生活繁衍、同自然界搏
斗的历史见证，它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宁夏人”生存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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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宁夏》

生动画卷。3Zf年前的水洞沟，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荒漠、干涸的河床、砾石沙丘遍布的不毛之地
。那时的自然景观近似现在的热带地区，有宽阔的湖泊，绿色的湖水荡漾着粼粼的波光，岸边有一簇
簇低矮的灌木，丰茂的水草丛中巨大的犀牛、野马、野牛和活泼的羚羊正悠闲自得地啃食嫩叶，远处
的沙漠上，成群的鸵鸟嬉戏于沙丘之间。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为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1923年，德日进等古生物学家在这一带进行地质考查时，发现水洞沟北部崖壁上显露出来的灰烬、
化石和石器，并在此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发掘石器重量达300公斤。1960年，中苏古生物工作者在这里
再次发掘，挖得石器2000多件。1963年，在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又进行了一次全
面发掘，这次发掘首次以明确的地层包含物证明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时代的文化遗址，下层有旧石器
时代的文化遗物，上层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水洞沟是集石器晚期遗址、古窑址、古城堡、明长
城为一体的地方。它是迄今在黄河上游地区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迄今宁夏
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对研究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起源有重要的科学价值。1988年1月13日
，国务院将水洞沟遗址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它成为宁夏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之一。　　水洞沟考古研究是大有前途的　　水洞沟的发现引起了中外考古专家的广泛关注
。1960年，中苏考古队在水洞沟挖得石器2000多件。1963年，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教
授带领下，在原址东侧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挖掘，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物石斧、石磨盘，同时出土了
野驴、犀牛、羚羊、猎狗、转角羊、猪、牛和鸵鸟等十几种动物化石和1.1万多件石器。1980年9月，
自治区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又组织为期一个月的第四次考古发掘，除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
地层学研究外，还开展了碳14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又挖出古生物化石67件，各种打制石器、石片、
刮削器、石箭头、石叶及大量镶嵌工具的刀片多达6700多件，还首次发现了三件人工磨石。碳14测定
动物化石距今1.7万年，石器距今2700年。水洞沟是我国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每次发掘都有新的收获。近40年来我国就发现了石器2万多件，动物化石10余种，孢粉30余种。水洞
沟遗址包含了新、旧石器时代两个时期，有相当长一段延续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后，宁夏文物
考古研究所考古队经过20年的调查，又在水洞沟至清水营25公里范国内发现13处新遗址，这在世界上
都是罕见的。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曾说：“水洞沟考古研究是大有前途的。”　　在水洞沟文
化遗址发现80周年之际，走进“张三小店”，我们不应该忘记为发现这一遗址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包
括张三和他的小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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