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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通志:民族宗教卷21》内容简介：宁夏其他主要民族还有满族、蒙古族和东乡族。
宁夏满族最早的来源是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后派驻宁夏的满洲官兵及其眷属，来源地主要是吉
林、黑龙江、盛京（沈阳）等地。
20世纪亦时而有满族人口不断移人，以致满族至今成为宁夏第三大族群，人口达两万余人。
不过，宁夏满族主要以城市人口为主，受都市化影响，其文化和风俗习惯已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蒙古族于元、明、清在宁夏都有相当人口分布，但是，凡在当地留居下来的均逐渐被汉、满、回等民
族同化。
当今宁夏蒙古族的来源，主要跟宁夏与内蒙（蒙古族游牧地区）为邻，与1928年及解放后阿拉善和额
济纳两个旗被划归宁夏，以及石嘴山、磴口、花马池（今盐池）、中卫等地曾是蒙、回、汉重要商贸
集散地有关。
宁夏蒙古族人口从来源途径看，应以弥散的方式移人的自然流动人口为主。
现在其人口的80％都居住在城镇之中，文化和风俗习惯同满族一样，也已发生了极大变迁。
宁夏东乡族迁来较晚，主要分布在固原和海原两地，其次是吴忠和中宁，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兼营一
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

历史上，宁夏地处西北边塞，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因此它一直以来都在中原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范围
之内。
还有，赫连勃勃的大夏国、党项族的西夏国、回族人马鸿逵的地方军阀政权以及蒙古军队以南部六盘
山区作为进取南方的大本营等，无不凸显出今宁夏在中国民族史中的重要地位。
现今的宁夏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而民族的发展，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关系的维护，自古以来就是地区发展的重要课题。
1958年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努力搞好宁夏各项事业的同时，始终把做好区内民族团
结工作，把解决区内各种民族问题，以及维护和发展区内良好的民族关系，当作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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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方志是华夏文化的宝贵遗产，编修志书乃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方志文化源远
流长。
“方志”一词始见于儒家经典的《周礼》，其文日：“诵训，掌道方志”。
又日：“小史，掌邦国之志。
”或日：“外史⋯⋯掌四方之志。
”故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地方志大约滥觞于周代，举凡“百国宝书”之鲁《春秋》、晋《乘》、楚《
祷杌》、郑《志》等古国史和《禹贡》、《山海经》等古地理书，以及古舆图之类，皆为方志的族源
。
后经汉唐发展，两宋成型，明清鼎盛，犹如一条文化长河，一泻千里，两千多年经久不衰，逐渐成长
为一尊博大精深的特殊文化载体。
它卷帙丰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现存世者即逾万种，达11万卷之巨，约占我国全部汉文典籍总量
的十分之一，并在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大“特产”，给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
朵奇葩，不失为人类特有的一项精神文化遗产。
宁夏虽然偏处祖国西北的一隅之地，但是由于区位居黄河上游，属著名的河套引黄灌区，北峙贺兰山
，南凭六盘山，黄河横穿北境，“扼孤悬而控区脱”（杨应聘：《万历朔方志序》），从而造就了宁
夏成为锁钥三边，屏蔽关陕，形胜特殊的北国岩疆、巨防雄区重地。
加之自然条件优越，开发历史久远，早于秦汉之际，就因驻军和移民屯垦戍边而得到大规模开发，出
现“畜牧为天下饶”、“富名遐迩天下”和“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史记·货殖列传》）。
正如东汉大臣虞诩在著名的《请复三郡疏》中所描绘的那样，整个河套地区是“厥田惟上。
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
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北阻山河，乘厄据险。
因渠为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后汉书·西羌传》），被时人比称为“新秦中”
的天府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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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宁夏通志:民族宗教卷21》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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