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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夏的中国角色2008年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播出《中国人从哪里来》的专题节目，这个
节目提出的问题，在宁夏或许会有一个答案：5万年前～3万年前，一批带着非洲古人类基因的原始人
，从现在的蒙古高原，甚至更远的西伯利亚一带，携带着和同一时期欧洲大陆上的古人类相似的奥瑞
纳石器文化，莫斯特石器文化的石器，抵达宁夏水洞沟的。
20世纪20年代，自西方的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发掘整理开始，不仅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也和后
来70年间4次大的具有国际背景意义的挖掘一道，说明这里的古人类创造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出现前的几万年，这里就成了东西方古人类交流、融合的一个见证地。
水洞沟，一个拉启中国现代考古大幕的地方，一个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创造了唯一能和欧洲大陆上的古
人类相似的奥瑞纳石器文化、莫斯特石器文化媲美的地方，这仅仅是宁夏众多灿烂文化中的一小块。
而在更远的1亿多年前，宁夏灵武一带生活着很多的恐龙，2006年8月26日下午3点，中国中央电视台以
直播形式，报道灵武恐龙化石的挖掘过程，一具梁龙类恐；龙的分支叉背龙化石被证实为是北半球首
次发现的恐龙新物种化石。
这种只分布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大型蜥脚类恐龙，怎么会出现在宁夏？
它们是从这里迁徙到了非洲和南美洲，还是从那里迁徙来的？
这为亚洲甚至全球恐龙化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也为1亿年前的宁夏历史提供了一幅模糊但又真
实的图卷。
甲骨文作为中国成形文字的鼻祖，已经定论了很长时间。
遍布贺兰山的岩画，作为史前人类文化艺术的长廊，从旧石器晚期开始横跨几千年。
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它们不仅是美术范畴的，更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原始文字。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中国古文字的鼻祖应该是比甲骨文更早的这些岩画，这些刻写在石头上的各
种符号，或许就是中国古文字的源头；而创造这些史前灿烂文化的，竟然是在当时水草丰茂的宁夏大
地上的一个个今天我们感到很陌生的游牧民族。
更有学者指出，和水洞沟一样，这些灿烂的文化，是西方古人类进入中国后留下的文化痕迹。
同时，贺兰山作为中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等重大地理、气候分界线，
加上黄河“流经九曲，唯富宁夏”，使宁夏平原不仅成了秦始皇、汉武帝时就着手开发的地区，也是
唐太宗招抚西北少数民族的地点，同样是“安史之乱”后挽救大唐命运、再造唐朝的福地，更是康熙
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的兵源和粮草的集结地。
宁夏平原在中国大的历史关头，总能发挥出它出乎意料的功能。
2008年，中国十大新天府的评选中，宁夏平原身列其中，中国更多的视野开始关注这片富饶且美丽的
北方人工大绿洲。
这就是一个藏在历史深处的宁夏，一个出乎人意料的宁夏。
1920年，以宁夏南部海原为震中的“环球大震”，以8.5的震级目前仍然名列中国现代史上最强的地震(
也有说是8.3级或8.6级的)，这次地震受震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个唐山地震的能
量。
就是这次地震，北洋政府派出了以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为首的考察团，开启了中国现代地震
的研究。
1958年，穿越宁夏，连接西北和华北的包兰铁路开通，其中穿越宁夏西部的腾格里几十公里的沙漠地
段，西方科学家早就预言，这段流沙地段是修筑铁路的禁区，中国科学家在这里进行的治沙探索，不
仅打破了西方科学家的预言，而且使宁夏成了中国治沙学的摇篮，宁夏，在中国近现代的科学发展中
，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角色。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首次派兵进驻宁夏南部，一举摧毁了此前称雄西北2000年的戎部落势力。
从此，在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宁夏就开始长期扮演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交锋的阵地角色
。
在中原的汉人看来，宁夏是边外之地，而在那些少数民族的眼里，宁夏却是边内之地，宁夏就这样不
明不白地存活在历史的评判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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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襄王在宁夏境内修建了一段长城，从此，中国历代修建长城的高潮中，都没有少过在宁夏修筑的
影子。
从历史的延续、材料的完善，长城的各种形态等方面，宁夏扮演了“中国长城博物馆”的角色。
汉朝对黄河开发的高潮中，宁夏境内的黄河以渠系的开凿不同于黄河上的其他地区的开发，渠系在此
后2000年间没中断地完善和开拓，使宁夏平原上的渠系成为“中国渠系博物馆”，它的意义更在于给
年降水量在300毫米左右的干旱地区，奉献出了一个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的人工绿洲，一个中国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
宁夏扮演的中国边地角色，随着它在清朝奠定的中国版图上处于地理中心的位置而消失了，再也没有
扮演过任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焦点角色，它更像一个偏居中国腹地的散淡之人，在巷陌池边
缓缓驻足，在草色烟光中兀自喃喃低语，安逸而恬淡。
仔细打量一下今天的中国地图，宁夏其实正处在中国的腹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是距离中
国疆土四个方向的极点距离最等同的区域中心城市，真正的中心所在。
因此，它旱该从边内之地到边外之地的争论走出，给国人亮出腹心之地的角色。
感谢王正伟博士的学养和慧眼，以《宁夏之书》这个选题来解读宁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政府主席，一直在宁夏成长、入仕、施政，对宁夏有着外省官员没有的深厚情感和对宁夏本土
文化更深层面的更为透彻的理解，才有了这本书的策划。
2007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
宁夏人民出版社地域文化编辑室的杨过主任、唐晴编辑约我前往银川市海宝小区的一个小茶楼里，我
们的谈话主题主要就是这本《宁夏之书》的选题策划。
接着就进入了一个多月系统阅读、查阅有关资料的阶段，接着是大纲与写作体例的构思阶段，接着是
忙碌的写作⋯⋯我非常喜欢两个人写的历史：一个是中国的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个是英国的韦尔
斯写的《世界史纲》。
前者开创了一种历史书写方式：将文学的形象性语言运用到干燥的历史中，给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留
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可惜这种开创也是一种终结，以后的历史成了一部中国帝王历史，真
正创造历史的大众，被后来的所谓史学家们阉割掉了，留下了一部残缺的中国史：后者将丰富的题材
和有趣的笔法相结合，使人能像阅读小说那样阅读人类的历史，他被称为“西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学
者”，能将历史和文学天衣无缝地。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从职业来看，他们都从事过诸如今天的新闻事业，我多年从事这个职业后发现，将一个新闻记者的眼
光。
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笔法，一个历史爱好者的严谨，一个田野考、察者的精神相结合，写出的历史或文
化地理，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的，而且这种特色对新闻、历史、文化和地理都能尊重并维护它们的尊严
，这种尊重和维护。
也体现：在了作者的身上。
我想，我在这本书里，力求达到这点。
而在历史地理的写作上。
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唐晓峰教授的人文地理随笔给了我很多启示，比如他这样说
：“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想要研究中国的人文地理，这是不可能的。
而不了解一颗‘中国心’，只考察中国人的四肢和腰臀，也是不行的。
”其实，考察宁夏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2007年10月开始。
我有幸接触到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总编辑单之蔷和他领导下的编辑团队，我们的合作是我在这
本中国办得最好的、最有影响的地理杂志上半年内连续发表了7篇人文地理的文章，有表现西夏的，
有书写洛阳和开封的，更多的是与宁夏有关的：贺兰山、水洞沟，宁夏平原等，尤其是参与中国十大
新天府的评选，使我跟随这个团队学习到了做文化地理韵更多经验：2008年4月，和《国家人文地理》
这本中国人文地理的权威杂志合作西夏专题时，更使我看到自己在人文地理素材把握，取舍，描叙等
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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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这本书有着自己的成功之处，和这些报刊、这些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和目前
国内所见的那种介绍本土历史文化的书不同的原因，这不是我骄傲的所在，而是我努力的所在，是上
述这些人让我学习他们的所在，也是我尊重宁夏辉煌。
而灿烂的历史文化所在⋯⋯或许，从打开这本书到阅读结束，你用不了8个小时，或许你会用8年时间
去。
消化它，或许80年后的宁夏会收留它，但我从踏进宁夏的那天(1999年12月18日)开始到动笔书写(2007
年12月18日，真巧合！
)，我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行走、考察、采访，记录了整整8年时光，从接手、动笔到交付给出
版社，用了整整8个月。
我的努力使我对这本书有着足够的自信，或许，这种自信等待着读者严正的批评和善意的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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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之书》和目前国内所见的那种介绍本土历史文化的书不同的原因，在于人文地理素材把握
，取舍，描叙等方面的提升。
它从另一个方向打开了一扇洞悉宁夏的窗口。
作者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经过行走、考察、采访，记录，8年的走读和沉淀，又经过8个月的书写
，《宁夏之书》沿着2008年的秋天走向读者的视野和评判中，更会沿着此后的时光隧道走向自己命定
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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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镜面上的人与事第一章  龙出亚洲，1亿年前的宁夏精灵一  马云的发现：地球上“最美的背椎”二
 恐龙，从陌生到熟悉的名字三  灵武恐龙，证实大陆板块漂移学说第二章  水洞沟，东西方古人类交融
之地？
一  水洞沟，人类童年的印记二  张三小店里的神秘客人三  70多年，4次手工铲出的“莫斯特”？
第三章  黄土深处的窑居之祖：菜园遗址一  海原：中国窑洞之始？
二  山走了，地动了，窑洞不见了三  海原大地震，催生中国地震学四  地震和窑洞相遇的三个故事第四
章  3000年的战剑之光：从义渠戎到匈奴一  “三百乘戎车”伐殷到烽火戏诸侯二  义渠战车，碾疼秦的
肌肤三  马背上的较量：匈奴和秦汉第五章  军地灵州，唐王朝复兴的摇篮一  突厥，匈奴之后的另一个
北方之敌二  不沉默的边关：百位镇将出灵州三  一轮边关冷月里的诗意灵州四  再造唐朝，灵州的“兴
唐”角色第六章  225年，一个帝国在宁夏的生荣枯亡一  党项，黄土高原上“陌生的闯入者”二  金庸
笔下的西夏：帝国的前夜三  灵州之战与“李继迁时代”终结四  宁夏的辉煌：大白高国五  阴谋与爱情
：女人的西夏六  帝国之策：以儒治国七  帝国之殇：蒙古人的清场第七章  400年宁夏之变：废都到边
地一  回回人：外来的定居者二  “宁夏”出现：死地上的再造三  300年边患之后：重为边地四  17世
纪80年代的中国：感谢宁夏五  宁夏之功：康熙大帝的25天第八章  只有一个宁夏一  唐代的番客，西夏
的回回二  宁夏的“回回人”三  血战正阳门，西北马家集团的开始四  红军西征与宁夏之战的失败五 
1958年，宁夏的新名字灵性山河，天府之地第一章  中国的新天府：万里黄河富宁夏一  水流大峡：50
年未竟之梦二  枸杞：宁夏的一张红色“名片”三  青铜峡：黄河给宁夏的两道血管四  2000多年的延续
和完善：中国渠系博物馆五  银川：中国新天府里的诗意慢生活六  皮筏、古渡和桥，三本侧读黄河的
流动之书七  范长江：“中国西北角中”的《塞上行》第二章  八张面具：中国的贺兰山一  界山贺兰：
左手戈壁，右手绿洲二  军山贺兰：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纷争的见证三  圣山贺兰：佛音弥漫中的两道灵
光四  煤山贺兰：“会燃烧的黑石头”成就一个城市“煤中之王”五  陵山贺兰：亚洲腹地的“金字塔
”群六  石山贺兰：13亿年的石头会写字七  画山贺兰：史前人类艺术长廊八  牧山贺兰：中国驼乡和滩
羊之乡第三章  “高大的天”下，上帝安排的文明之礼一  大麦地岩画，史前维纳斯的藏身之处？
二  沙坡头：中国沙漠学的催生地三  沙漠：成就世界垄断性旅游资源第四章  “不好的水”边，人沙之
战一  一地“黄祸”：一个消失的村庄二  毛乌素，一座死城见证1600多年的水土之变三  28年，一个宁
夏女人和7万多亩黄沙的较量四  沙漠之治，中国的样板第五章  六盘山下，曾经的华夷分界线一  硝烟
散尽，难掩边关沧桑二  马蹄声后，几千年的军马场三  六盘山下：移动的关口四  消失的湖泊和变苦的
河流五  六盘山上高峰：毛泽东的4天时光文化，宁夏的软实力第一章  丝绸之路一  狮子之路，2000年
不断的旅影二  博物馆里的宝国，为什么是波斯的工艺品？
三  佛光照在山坡上四  宁夏，通过丝绸之路的国际交往第二章  飞翔的声音一  一曲“野花儿”，改变
音乐大师的方向二  黄土深处：“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三  “花儿”之幸，插上翅膀的声音第三章  宁夏：中国长城的一部小“通史”一  战国秦长城：中国古
长城博物馆的“序言”二  中国之墙的跨越和毛笔的发明三  400年：战略防御设施形成四  从边关到边
关：1000多年的长城轮回第四章  旧影或往事：穿越宁夏的异域脚步一  马克·波罗：那时的西夏，那
时的宁夏二  一个美国人，告诉世界宁夏的长城三  斯文·赫定：六盘山的匆匆穿越者四  一个传教士和
一个宁夏小镇五  斯诺：蓝色眼睛里的红色部队六  鲍大可，宁夏40年之变七  约翰·曼，在宁夏侧读西
夏后记  藏着的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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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戎消灭西周后，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自己的郡国，从此，中国历史上正式出现了义渠
国的名称。
义渠建国不久，随即出兵向四面扩张，扩大了疆域。
其国界西达西海固草原，东抵陇东，北控宁夏河套，南达泾水，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
公元前650年，希腊人开始建城邦，邦主为人民直接拥立，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萌芽，开
启了西方历史上持续140多年的“霸主时代”。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此时却进入了多元霸主的战国时代。
历史总是为强者说话，传统的修史者带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使战国时代的各个诸侯国的出现，以“中
国”境内为正统的，像六盘山下的义渠王朝，虽然具备了跻身当时任何一个显赫的诸侯国前列的条件
，但因为其不在“中国”的范围内，还被当作犬戎来看待，也就被踢出了正统诸侯国的圈子。
当正统王朝的文臣武将们沉醉在黄河流域甚至长江流域的征杀掠夺中时，一个悄然强大的背影从西北
黄土高原上站立了起来。
公元前650年，义渠国王在完成了对周围的小部落、方国的统一后，将扩张的剑芒，指向了已经在战国
各诸侯国中有足够实力的秦，双方将试探性的军事摩擦进行了220多年，各自在这种军事摩擦中培育着
力量。
这220多年，是一代代义渠国王保持高涨自信心的时光，这种自信来自自身的力量，而且，这种自信心
的保持为后来的义渠国以北的各个少数民族扩张树立了楷模。
公元前627年，秦国向东面扩张的梦想因为遭到晋国的毁灭性打击而破灭，转而向西扩张，恰好西戎派
出的一个叫由余的人到秦国，被秦国收买后出卖西戎，向秦国提供了西戎的地形和军事实力情况，加
上秦穆公对西戎王实施了美人计，于公元前623年出兵，取得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胜利(《史
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秦国也是战国各诸侯中第一次将军事触角伸向戎地。
公元前430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的战争，历时1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而历时220年的义
渠国和秦国的战争却开始了高潮。
西方历史的全面记载，使中国的高中学生在历史教科书里也能比较详尽地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中
国的权威史料中却只有“义渠国攻秦，军至渭水”寥寥几字。
已经跻身于战国群雄，并占据了农业和牧业都发达地区的秦国，被迫退出了渭河下游地区。
这场战争耗时之久，规模之大，伤亡之重，由于没有历史资料的记载，只能成了一场存在于2400多年
前的梦。
梦醒的地方，是义渠国从此开始了88年的最鼎盛时期，并和秦国进入了军事对峙状态，这种状态使秦
国时刻不忘以灭义渠为国之重任。
公元前352年，中国大地上仍然处于一片战乱，著名的围魏救赵之战发生在魏国和赵国之间，秦国打败
了魏国后，乘义渠国发生内乱，出兵义渠国。
这个驰骋于夏、商、周、春秋战国长达近2000年的王国，开始走下坡路了，王国的辉煌随着秦军的致
命一击开始黯淡。
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经过商鞅变革，秦的国力得到了巩固与提高，再次积聚
了向西扩张的力量。
公元前331年，义渠国再次发生内乱，秦国派兵进入义渠腹地，今天的甘肃平凉和宁夏固原南部一带的
乌氏戎国被秦军灭亡，义渠国在今甘肃庆阳一带的重要城郭郁郅被秦军占领，秦军将占领的两个地方
，按商鞅在秦国境内设立县、乡、里的行政制度，分别设立了乌氏县和义渠县，前者的出现，标志着
秦国行政力量开始进入宁夏境内。
生活在宁夏北部盐池、灵武一带的朐衍戎面对秦国日益锋利的战刀，不战而降，以致于公元前320年，
秦惠王出游时，还到达朐衍戎国，这应该是走进宁夏境内的第一个君主。
义渠戎王虽然臣服于秦国，但一直没放弃复国的愿望，并将这个希望的接力棒传给了年轻的义渠戎王
。
公元前318年，魏、赵、楚、燕、韩五国结成联盟攻打秦国，秦王为了专心对付来自东边的联军，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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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渠戎国采取安抚政策，送给年轻的义渠国王“文绣千匹，好女百人”，年轻的义渠戎国却乘机发动
对秦的袭击，秦人战败。
五国联军被秦击退后，秦国于公元前314年发动了对义渠国的攻打，占领了整个义戎渠国的25座城池(
《史记·六国年表》)，义渠戎国的复兴之梦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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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藏着的宁夏宁夏显然是藏着的，而且藏在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的双重腹地中，被掩隐得太深。
太久也太不该了。
1999年12月18日7时多，我乘坐43次列车抵达银川，开始我在这个城市的9年时光。
随着户口入办到银川，在这里开始了买房、工作、吃酒、写作、交友、接受祝福或伤害等生命中的一
些事情的发生，我逐渐成了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宁夏人。
刚来时，单位的机房里内一些年轻人总会把音箱打开，听一些流行音乐，其中有一首歌叫《宁夏》，
以为是写宁夏的，听完后，才知道不是的，和宁夏根本不搭界。
就是目前，去单位，同事如果连续看见我一段时间上班，总会吃惊地问“最近怎么没出去？
”9年来，我很少在自己的家里过周末、五一、十一等节日，那时，我的身影出现在路上——为西夏
而行走在北方大地上，为宁夏人文地理行走在宁夏大地上。
脚底贺兰云几缕，身侧黄河月一轮，如今，宁夏所有的县、90%以上的乡我都沉下去进行过自己方式
的田野调查，那些黄土、平原、沟岔、窑洞、遗址、山峁⋯⋯我看得见自己的孤独。
法国作家安·德·圣-埃克絮佩里曾经说过：“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
察，是毫无意义的。
”我对宁夏的解构，始终坚持：它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积淀下的有质地的地理单元甚或历史单元。
我带着自己的职业和眼光，一直没间断过在这片土地上的丈量和考量。
写这本国内第一本全方位地从史、地、人、文反映宁夏的书。
完全是，出于自己对宁夏的敬仰、感恩和发自内心的尊重。
2007年11月末，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构思。
那个寒冷的季节里，我处于一种淮失业状态，写作是在清贫和孤独中进行的。
随之，一场连绵的大雪使宁夏迎来了最近几十年来最冷的冬天，整个中国都和我一样，陷入了寒冷与
不通杨的境地中。
冬天的深处，我完成着本书的一个个章节。
在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的前提下，艰苦地写作，让我少了份浮躁，在键盘轻轻的敲打声里，一个
个体现宁夏之美的文字，缓缓流淌在2008年年初的大雪里。
春节期间，我带着书稿到发裕堡——一个甘肃境内的滨河村庄，打算在那里继续完成这本书，没想到
，多年来一直给予我无私帮助的父亲突然去世了，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被抽空，那个在物质、精神、
学术上一直堪称我师的人、最心疼我的人就那样走了，临走时，还特意嘱咐我尽早完成这本书。
我有什么理由陷进无尽的悲痛而不写作？
我也以这种方式完成对养育我的父母的感恩。
我的巨大努力或许使这本书成为自己的写作以及人文宁夏写作中的一个标杆，诚如当年盖洛来到中国
考察长城后完成《中国长城》，他对自己的书很自信——“以后的人除了抄袭我的作品，没什么能做
的”。
我对我以自己的视角进入这本书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自信：2007年年来，我参与了《中国国家地理》杂
志组织的中国十大新天府的评选活动，先后以专家和记者的身份介入，它从另一个方向打开了一扇洞
悉宁夏的窗口，增添着我完成这本书的信心，《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先生为此赞誉我为“目下
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地理作者之一”，我想他的赞誉有着自己的理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内容总
监刘晶这样评价：“唐荣尧先生是我国国前屈指可数的试图以人文地理视角解读中国的写作者之一。
他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是中国记者中最优秀的具有中国眼光的人文地理作者。
”这几年，通过与《中国民族报·文化周刊》《中国国家地理》《国家人文地理》《中华遗产》等国
内领先人文地理风气的报刊、杂志的合作，受命给他们完成一些选题。
在大地上的行走，使我对人文地理的认知逐渐加深，也更加惶惑，但我在人文丈量和写作中，越发感
到中国作者对这片土地通过人文解读的浅薄甚至曲解，自己或许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幸好自己始
终能认识到这点，才有了不断地努力。
感恩这片灵性大地，不仅养育了几百万民众，而且在历史上为中国作出了那么巨大但却被忽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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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期的积淀后，它形成了神秘的西夏文化、数百年民族融合后形成的回族伊斯兰文化、跻身中国
天府之地塞上江南的地理风貌等三大人文资源／文化名片，我在宁夏生活的这几年，已经通过《神的
过错》《王朝湮灭》《王族的背影》《西夏史》以及《中国回族》等专著，完成了对前两种文化资源
／文化名片的书写，这是我对宁夏的第三个文化名片的书写，我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报这片灵性大地。
十分感谢我来塞上供职的银川晚报社，提供了我作为一个文化记者在宁夏大地上行走，记录、考证、
写作的机会，尤其是报社社长于小龙先生，一直给予我写作和工作上的支持，使我的几本专著能够在
这段时间完成：感谢这个团队里的其他领导、同事(哪怕是那些司机、校对、摄影记者、出版和发行的
人)，使我在宁夏大地上的文化记录能够在晚报上留下痕迹。
十分感谢著名的国学大师金庸先生，在百忙中无私地为本书题写书名，这无疑会提升本书的影响力和
品味，给他和宁夏互相留下一段佳话，也给他关爱我这样一个文学晚学留下了支持和鼓励的印迹。
诚谢本书审稿专家(排名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他们是原宁夏大学校长、著名史学家陈育宁，宁夏大学
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杜建录，中国地理学会首批资深会员、博士生导师汪一鸣，中国民族
学会回族学会副秘书长、《回族研究》副主编马平，宁夏考古所原所长、宁夏著名考古学家钟侃，他
们的把关保证了这本书在史地方面的学术质量。
尤其要提的是，我于1998年、1999年以《厂长经理日报》驻西北首席记者的身份前往银川采访身为银
川市委书记的陈育宁先生，他以伯乐的眼光邀请我从成都来到这个城市工作，调我进入当地媒体工作
，我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后，就放弃了自己此前6年的财经记者生涯，完成了走向探寻本土文化地
理的转身。
也感谢宁夏著名的摄影家杨宏峰、银川晚报社摄影记者宋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徐胜凯、宁
夏博物馆董宏征等人惠赐的摄影作品，使本书增色不少。
2007年第10期《中国国家地理》“典藏西北”专辑中，我撰写的《北宋时期的“四国演义”》一文中
，配着的精美图片，就出自杨宏峰先生之手。
随后，在2008年第1、2、4、9期的《中国国家地理》上，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有他的摄影作品
作配图。
直到2008年8月，我才走进宁夏人民出版社11楼的社长办公室，开始了我们的接触、认识。
他慷慨地献出自己的作品并使之走进这本书。
最后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副社长，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心血的编辑们，是他们默默的奉献
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经过8年考察、走读和沉淀，经过8个月的书写，这本书沿着2008年的秋天走向读者的视野和评判中，
更会沿着此后的时光隧道走向自己命定的席位。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阅读完后，能将宁夏脱离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的“藏的状态”，希望越来越多的阅
读者能够让宁夏从中国的藏的状态中脱身而出。
唐荣尧 2008年8月24日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宁夏之书>>

编辑推荐

《宁夏之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宁夏之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