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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宁夏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南部彭阳县姚河村，北部灵武市水洞沟文明，再现了人类早期的发展历史。
史书记载与近数十年地下的考古发掘，都一再证实了宁夏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宁夏地方政权建置较早，战国时期已设立县治，纳入秦国版图。
宁夏的地理位置所体现的特殊意义，一是六盘山、贺兰山屹立南北，成为关中北上西出的屏障；泾水
、清水河南北相连，黄河穿越宁夏平原，这种自然地理的格局，显示了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时空。
二是以丝绸之路为桥梁和纽带，在与西域、北方草原及其周边的连接层面上，所产生的交融汇聚的作
用。
从整体空间看，南与秦汉唐政治中枢长安相连，北与北方大草原为邻，西北进入河西走廊，与通往中
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大通道相衔接。
这种特殊的地域空间，为宁夏历史发展和多元文化的积淀繁荣提供了特殊的环境，创造了独有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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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清晰勾勒了宁夏历史发展的脉络，承载了宁夏历史文化，浓墨点缀了宁夏的亮点，圈定了宁夏的
古今名流。
使一些名人特别是古代修志人物成了今人关注且费力考究的对象。
本书设专章对为地方志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当代修志人物作了综合记述
，以告慰先驱，激励来者。
　　宁夏自明代至民国传世的且以志为名的旧志就有30余种。
本书以通俗、流畅的语言追溯了方志的发展脉络及功能，对一些重要志书进行了简要介绍’，特别从
方志中着重总结了宁夏的历史特点、地名文化、历史文化、古代科按、景致景观、土特名产、特色资
源等，首次在志书的长河中对宁夏历史文化资源予以较系统的挖掘和整理。
地方志门类齐全，体例成备，资料翔实，被誉为一地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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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方志，简称“方志”，亦称“地方志乘”。
“方”不仅仅是自然概念的地方，还是行政概念的方域。
“志者，记也。
”顾名思义，方志即一方之志书，就是以一定的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
人文等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物质资料全貌的综合性著述与资料总汇。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称“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由此可见，地方志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舆图、疆域、山川、津梁、关隘
、名胜、物产、资源、赋役、气候、天文、灾异、人物、风俗、职官、金石、艺文、文化、学校、民
族等情况，均有记载，几乎无所不包。
因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称地方志为“博物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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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五十华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安排了一批为大庆献礼的文化工程，宁夏社会科
学院承担了《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丛书的编写出版任务，《方志与宁夏》是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书名是宁夏史志专家昊忠礼先生提出的，范宗兴根据书名设计了15个专题，旨在通过各个专题，较
全面系统地介绍方志这门传统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宁夏编修志书的历程，特别对新中国盛世修志作
了更为详细的记述，并通过典型事例说明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主要功能和服务现实社会的
价值表现。
这15个专题由4人分工完成，范宗兴承担了《方志对宁夏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方志探究宁夏历史特
点》《方志与宁夏历史文化》《方志与宁夏地名文化》《方志对地震灾情记录》《方志与宁夏土特名
产》的编写任务，吴晓红承担了《宁夏现存首部志书考证与评价》《志坛人物立志成志》的编写任务
，霍丽娜承担了《当代方志编修成就》《方志中的“八景”文化》《方志与银川园林建设》《方志中
的历史名人》的编写任务，王玉琴承担了《绪论》《宁夏历代修志综览》《方志中的古代科技》的编
写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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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志与宁夏》为宁夏历史文化地理丛书之一，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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