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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作为本书文字部分作者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并工作在忻州这

片被称为“晋北锁钥”的土地上，对全市所属十四个县、市、区的情况

虽然不敢说了然于心，但自认为还略知一二。但是当我们接到撰写本书

的任务，企图对宁武进行一番文字的梳理与介绍时，却蓦然发现，一切

都是那样的陌生和迷惘，自己过去对它的了解充其量只是一点点皮毛。 

在我们早先的印象中，宁武同晋西北的多数县份一样，坡大沟深，

黄土漫漫，十年九旱，地瘠民贫，是个穷地方，苦地方；即便是令宁武

为世人所知的重要标志宁武关，在已经五、六十年不见战火硝烟的今天，

也只能使人联想到“寒风”、“黄尘”、“闭塞”、“荒寂”等苦涩的字眼。

后来才晓得，宁武并不穷，地上有“绿色银行”——管理着四万多公顷

林木的管涔山森林经营局就设在宁武，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地下有

“黑色宝库”——宁武煤田是山西数得着的几个大煤田之一，可采储量

达 230 亿吨，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再往后，游览了芦芽山，方知宁武境

内竟有那么雄奇瑰丽的峰峦，甚至觉得，如果仅就山光水色而言，芦芽

山绝不逊色于我们忻州另一座享誉世界的名山——佛教圣地五台山。 

此前我们对宁武的了解，仅此而已。 

促使我们对宁武作进一步了解的是该县县长郭宝厚。从政之前，宝

厚县长曾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理当划入文化人之列。我们主观猜想，正

是这样的经历和背景，使他这个一县之长在筹划全县的发展战略时，一

方面不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绿色银行”和“黑色宝库”发挥最

大的效益；一方面对“文化”也给以特别的关注，倾心挖掘往往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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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注意的另一种更为珍贵的宝藏——他倡导重印乾隆版《宁武府志》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显然是缘于同样的考虑，他又决定编撰出版一册

介绍宁武的图书，给素有“凤凰城”之称的宁武插一双现代传媒的翅膀，

飞降于世人的案头，使更多的人对宁武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并把文字部分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我们自然十分感激宝厚县长的信赖，慨然应允之初也信心蛮足。可

是，当我们接触宁武、准备动笔的时候，才发觉想要真正走进宁武并非

易事，面前竟有那么多的未知领域和待解谜团。我们想进入历史深处，

理清宁武的履历，可随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朝代更迭，区划亦屡屡改变，

如何判定其确切坐标？宁武号称“楼烦重镇”，当年楼烦国国都是否就设

于宁武？隋炀帝曾在宁武境内建造逶迤百里的汾阳宫，其遗址又在何

处？民间相传，“西有芦芽山佛祖之尊，东有五台山禅室之从”、“先有芦

芽山，后有五台山”，有何依据？长达数十里的悬崖栈道因何而建，建于

何年？在盛行土葬的晋北地区缘何会出现悬棺葬，葬的又是些什么人？

那本该在永久冻土层地带才有的万年冰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它是怎么

形成的，又何以能与一山之隔的千年火山长期地和谐相处？还有那些开

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洞，又是怎样地机声隆隆，与炮火连天的

援越抗美战争密切相关……山重水复的宁武，似乎到处写满了神秘、神

奥与神奇。 

我们不禁有点气馁，甚至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试想，如果对宁武

这块土地缺乏透彻的了解，又怎能作出精准的描绘？可宝厚县长恳切相

托，却之未免不恭。同时，宁武的神奇瑰丽也激发了我们写作的欲望和

兴趣。未知的探求，谜团的解读，固然要付出更多心血，甚至还要冒一

定风险，但冒险便意味着新大陆的发现，新知识的获取，岂不也其乐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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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如此一想，也就不再有什么顾忌，决计与有意一睹宁武非凡风采的

朋友一起走进宁武，细读宁武，品味宁武的种种神秘、神奥与神奇。但

愿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能不负各方期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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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历史篇——楼烦故地 

翻开浩如烟海的史籍，历朝历代都在宁武这块古老土地上留有或多

或少的踪迹却又若隐若现，这里曾发生诸多关涉江山社稷的重大事件却

又扑朔迷离。在重峦迭嶂般的历史迷雾后面，究竟湮没藏匿着多少鲜为

人知的实情和故事？又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悬疑和秘密等待着人们去破

解、去品读？ 

1 

要走进宁武，品味宁武，首先要了解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一

个地区的历史总是发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历史的宁武必然是也只能

是这块土地上的宁武。 

应该说，我们对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它位于山西省北中

部。“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

吕梁。”其确切位置是在吕梁山北端的管涔山麓，地处北纬 38°31′至

39°8′之间，正与坐落在太行山北端的五台山遥遥相对。由省会太原沿

同蒲铁路北上，或是由煤都大同沿同蒲铁路南下，恰好都是 180 公里的

车程，列车便可抵达与县城一河之隔的宁武车站；若是乘汽车由市府忻

州出发，不到两个小时（正在修筑的忻州至保德高速公路竣工后则仅需

一个小时），亦可抵达宁武县城。但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我们自己便产生

疑问：这样的描述有什么用呢？无论是谁，只要找张中国地图或山西地

图稍作研究，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宁武的



 2

神秘、神奥、神奇，千百年来在宁武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与其地

理位置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我们对宁武的介

绍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再次踏上宁武这块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希

望能就上述问题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 

2 

答案是在分水岭找到的。 

分水岭位于宁武中部，顾名思义，是因“分水”而得名——岭之西

南方向为汾河流域，东北方向为恢河流域。换句话说，汾河和恢河都发

源于这里。人所共知，汾河是山西的母亲亲河，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

“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歌声多少年来一直在全国传唱，我们就不再细说。

至于恢河，即便是在忻州市，知道的人恐怕也很少。但它却是另一条著

名河流桑干河的源头——它出宁武，入朔州，便换了个名儿，叫桑干河。

桑干河横贯晋北、冀北，之后并入永定河，最后入官厅水库，所以恢河

同时也是永定河的源头之一。俗话说得好，“母凭子贵”。原本默默无闻

的恢河，籍了桑干河和永定的大名也渐为人晓。 

那天，我们登上发源了汾河和恢河的分水岭，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茅

塞顿开之感：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吗？因为我们想起了我国史学大

家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精密言之，中国古代文化并非赖籍于

黄河本身，而是发源于黄河各条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

那个三角地带。照此观点推断，汾河流域和恢河流域（以及桑干河流域）

理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而且，根据史籍记载和现有的自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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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情况判断，远古时代的管涔山并非如今这般模样。那时，山区古木参

天，完全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山下的汾河谷地和恢河谷地则

是茂密的草原和肥沃的滩涂。森林，草原，山泉，河流，百兽出没，草

肥水美，正是古人类栖息生存的理想去处。 

事实上，这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妄自揣测。经文物部门几次普查，

截至目前在宁武境内已发现阳方口、杨庄、前石湖村等多处旧石器中晚

期古文化遗址和石家庄、暖水湾等多处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中既

有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有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还有在龙

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铜文化遗址，证明从 30 万年前开始，宁武境

内便一直有原始人群生活繁衍。特别是地处汾河岸畔高地上的石家庄遗

址，龙山文化特征非常突出，表明当时这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业

文明亦已出现。 

如果仅此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再引点“旁证”。在同为

忻州市所辖、同处吕梁山区、与宁武县相距不过百里的保德县，曾经有

过两大考古发现。一是“保德红土”。该县境内的新第三纪“红色粘土”

相当发育，距今 2500 万年。红土中含有丰富的以三趾马为主的古脊椎动

物化石二十多种，形成一个罕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因而于 1927 年被

国际地质学界命名为“保德红土”，保德全境也因此成为山西全省古脊椎

动物化石保护区。二是“保德铜贝”。1971 年冬，该县林遮峪公社林遮峪

大队的农民在修造大寨田时，出土铜贝 109 枚，海贝 112 枚，还有礼器、

兵器、车马器等 35 件。经专家鉴定，文物属夏商时代，极为珍贵。尤其

是铜贝，铸于商代晚期，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是我国最

早的金属铸币，被认定为中国铸币之滥觞，故被命名为“保德铜贝”，证

明早在商代这里的商贸活动就已十分活跃。由此我们便可想到，与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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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相连的宁武整体状况应当不会有太大差别，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

已达到相当水平。 

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3 

另一方面，发源了汾河和桑干河的宁武，地形地貌同样得天独厚。 

宁武多山，是典型的山区。全县山地面积 1888.32 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 95%；平均海拔 1800 米至 2000 米，即便与同样多山的周围县份比

也是“高高在上”。境内山连山，峰连峰，有名有姓、算得上数的大小山

峰就有 99 座。其中海拔在 2000 米以上者 49 座，占山峰总数的 54%。海

拔 2784 米的荷叶坪山，既是宁武全境的最高点，也是整个晋西北的最高

峰。这些山脉大都为东北、西南走向，并以上面提到的分水岭为界，中

部高，两侧低，呈“马鞍形”。如果我们立足分水岭举目眺望，且假设能

目及千里，那么穿越汾河河谷，便可将三晋首府太原和忻定盆地、晋中

平原摄入眼帘；穿越恢河河谷，则可将金沙滩古战场和“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大漠尽收眼底。 

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这样一种多山而又呈“马鞍形”的地理状况，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十分有利。倘若在此“占山为王”，境内有谷地可

供耕种，有草原可供放牧，有森林可供狩猎，有河流可供舟行；如想扩

张领土，则可顺势而下，长驱进击；若遇外敌侵犯，又有雄关险隘可供

据守，有崇山峻岭可供周旋。因此，在以刀枪剑戟为主要兵器的古代，

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便受到执政者和军事家们的青睐，常常

成为征战和争夺之地。 



 5

于是，独特的宁武便有了一部独特的历史。 

4 

撇开无可稽考的蛮荒时代不说，自民族和国家形成以来，究竟是什

么人最先出现在宁武这块土地上？翻阅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典籍，最先

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宁武府志》载：“宁武

之地在上古时无所考，至殷末而北戎楼烦居之。周成王世略通中国，后

绝不闻。” 

对于“楼烦”二字，我们多年以前就已接触过。那是我们于上世纪

七十年代初次到宁武，见城内鼓楼上有一醒目的牌匾，上书“楼烦重镇”

四个大字。当时来去匆匆，并未深究。这一次，为撰写此书，特地查阅

了有关辞书资料，才对“楼烦”有了较深了解。 

依照《辞海》的解释，楼烦既是县名、郡名，又是关名、族名。一

是县名。“（1）战国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西晋永嘉中废。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00 年），高帝破韩王信，乘胜逐经至此。有盐官。

（2）唐初为楼烦监牧地。龙纪元年（公元 889 年）置县。治所在今山西

静乐西南娄烦。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 1221 年）废入岚州。唐及北

宋初期，曾为宪州治所。”二是郡名。“（1）隋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

分雁门、离石两郡治置。治所在静乐（今县）。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忻县、

静乐、岚县、五寨、岢岚、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唐武德四年

（公元 621 年）改为管州。（2）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岚州治。

治所在宜芳（今岚县北）。辖境惟东部较隋郡为小，不包有今忻县地。乾

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改岚州。”三是古关名。“在今山西宁武东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6

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庐帐，还入楼烦，

即此。”四是古族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精骑

射，从事畜牧。后活动于今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秦末被匈奴征服。

移驻‘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 127 年）为

汉将卫青所破。” 

这些解释，无论是古县、古郡，还是古关、古族，无一例外都与宁

武有关。其中，对“古郡”的解释中之所以未出现“宁武”字样，是由

于当时宁武属静乐。可见，在被赵武灵王破灭之前，宁武一直是楼烦这

个以畜牧为主、精于骑射的北戎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金代诗人蔡可贤

所作《楼烦》诗曾对楼烦部族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作过描绘。诗云： 

山前山后十六州， 

天涯尽处是偏头。 

云开大漠风沙走， 

水斩长河日夜流。 

万户金绘愁见月， 

千群铁骑畏逢秋。 

却思大汗无中策， 

一曲哀笳依戍楼。 

清代诗人张彦坤也写有一首题为《楼烦》的诗： 

无数青山入望宽， 

芦芽隐约挂云端。 

磴盘鸟道三秦接， 

人拥羊裘六月寒。 

水涨巉岸诸岭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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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烟火几家残。 

从来巴蜀称天险， 

不比楼烦道路难。 
清代大诗人朱彝尊亦有《楼烦》诗一首： 

百战楼烦地，三春尚朔风。 

雪飞寒食后，城闲夕阳中。 

行役身将老，艰难岁不同。 

流移嗟雁户，生计各西东。 

这些诗作同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楼烦”这一概念历朝历代一直

在沿用，人所共知，相当普及，只是我们自己知识贫乏，过去没有在意

而已。 

此外，《晋乘蒐略》卷三十二还有这样的记载：“周王会（绘）图有

楼烦国。”《山西通志》亦有“宁武古楼烦国”字样。这就在《辞海》所

说的县、郡、关、族之外又多了一个“国”！想来，这样的记载绝非凭空

想象或主观猜测。从殷商末期到赵武灵王时代，前前后后七、八百年，

一个长期活动并定居于一个相对固定区域的部族，在此建立自己的国家，

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他们如果不建国，反倒有点不可思议。由

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当年，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

族曾长期活动并定居于宁武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楼烦国”；正是

由于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楼烦国”，“楼烦”二字才得以在后世

沿袭，才有后来的楼烦县、楼烦郡、楼烦关，也才有“楼烦重镇”的牌

匾。 

那么，这个楼烦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综合方方面面的历史记

载，或许就在宁武境内。近年来，人们在宁武天池东北滨发现一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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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城遗址。遗址占地 3 平方公里，遗址上陶片、瓦砾、瓦当极多。当

地农民犁耧下种时，不得不把这些瓦砾捡出来，堆积于地埂上。经多批

考古专家现场考察，认为这些瓦砾中战国、秦、两汉、南北朝、隋、唐、

五代、辽、金等各代遗物均有，原占地面积比今遗址还要大出好几倍，

所以一致认定这里不仅是一处人类世世代代聚居之地，而且可以确定为

是一座古城遗址。于是，有的专家便怀疑这里便是古楼烦国国都，但也

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古楼烦郡或古楼烦县治所。因双方均无有力证据，所

以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 

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还不止于此。既然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叫

楼烦的部族和国家，而且时间长达数百年，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

里曾经发生过许多许多的故事，有的故事还可能非常精彩。可惜，这个

叫楼烦的部族或许同其它一些游牧民族一样，整天东奔西驰，忙于骑射，

因而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未能像文化较为发达的华

夏族那样，将那些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结果给后世留下一大历史遗憾。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描摹他们生龙活虎、丰

富多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事业

的发展，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应用现代化的手段，将他们的生存

状态和生活情景复原呈现于世人面前？ 

此外我们还主观猜想，正是由于文化发达程度逊于华夏族，所以楼

烦部族不仅未能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而且最终还被逐出宁武一带。

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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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楼烦部族逐出宁武一带的是赵武灵王。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忻州市所属东部几个县、市、区——忻府区

（原忻县）、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三国分晋之前便

为晋国所辖，三国分晋之后则在赵国版图之内。据民间传言，在中国几

乎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市府所在地忻府

区，至今尚有程婴墓、公孙杵臼墓、七贤祠、七贤巷等有关古迹和街道

名留存。定襄县亦有藏孤台、赵武沟、赵武道等村名、地名一直沿用至

今。而在代县，则发生过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草垛山）诱杀代王并

兴兵占领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事件，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

有明确记载。 

与东部几个县、市、区的情况不同，西部几县的宁武、静乐、神池、

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无论是三国分晋之前还是之后，大部

为楼烦以及另一精于骑射的部族林胡所占据。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公

元前 325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执政后，既不甘于固守祖宗留下的疆土，

更不愿在枕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楼烦国存在（事实上，惯于逐水草而居、

流动作战的楼烦部族一直在威胁着以农耕为主的赵国的边境安全），便于

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302 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通过长

期战争实践，意识到中原人的长袍肥袖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因此决

定改穿西北方游牧或半游牧人民的服饰，并学习骑射。于是，他以举国

动员的宏伟气势和前规模掀起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改革——“胡服骑

射”，使赵国的国力和军力迅速提高，成为威震诸候的一流军事强国，相

继灭中山，破林胡，逐楼烦，并将其一直赶到阴山之外。应该说，“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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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从此古代战争形式便逐

步由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了骑战为主的时代，赵国则是这场变

革的发祥地。 

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战斗过程和历史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留下

一块“试剑石”—— 

民间相传，当年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招兵买马，操练队伍，准备北

逐林胡楼烦。可胡人究竟有多厉害？上上下下都不知底细，只是听说楼

烦人铜头铁臂，高鼻蓝眼，像牛一样凶悍，因此赵国将士都不免有点心

虚胆怯。赵武灵王觉察后，便暗里命铸剑能手铸造了一双赵王剑。 

赵王剑锻造成型后，用宁武境内林溪山龙眼泉泉水淬过火，又经过

七七四十九天开刃砥砺，直磨得截铜如土，削铁如泥。赵武灵王看过宝

剑，重赏了造剑者，随后就佩剑上马，率精兵强将巡游山林。行至一块

状似香炉的巨石跟前，他略一思忖，便挥剑向香炉石顶部劈去。一声巨

响过后，石头顶部已破绽开裂。接着他又左挑右砍，前劈后挂，九削八

刺，将巨石削刺得遍体鳞伤，而手中之剑却不损丝毫。见此情景，随巡

将士欢声雷动，士气大振，随后便出师北征，大破楼烦。如今，香炉石

仍在，就在林溪山深处、马仑沟半路、龙眼泉旁边、城墙梁脚下的公路

一侧。其背山面水，高大雄伟，远看状似香炉，近看顶部裂成两瓣，躯

体九孔八窍，因为是赵武灵王试剑所为，故又称“试剑石”。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宁武一带一定是赵武灵王驱逐

楼烦的重要战场之一，已经盘踞数百年的楼烦部族也一定会凭藉上天赐

与的地形地貌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是未能抵抗得住改革后同样精于骑射、

更为强大的赵国军队。从此，这里便划归赵国版图，开始融入中原汉族

的农耕文化圈。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在此置楼烦县，如前所述，治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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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山西宁武附近”。“楼烦”二字便没有随着楼烦国和楼烦族的消失

而消失，又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为人们所认可、沿用。同时，楼烦族

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消失，仅仅过了一百年，这里就又出

现令人瞩目的一幕。 

6 

那是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 202 年），刚刚建国的汉王朝发生一件大事：“韩王信叛降匈奴，

与寇汉边至太原。七年，绛侯周勃击韩王信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

还攻楼烦三城。十年秋九月，信与陈狶合兵寇代、雁门，勃复败之于楼

烦，定雁门十七县。”（《宁武府志·事考》） 

这里说到的匈奴，早在战国时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赵以北地

区活动。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势力日益强盛，先后统治

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并经常南下攻扰。汉王朝建立后，冒顿单于乘其

立国不久，又一次兴兵南侵，战火很快就漫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门、

楼烦一带。汉高祖便遣韩信驻守雁门、楼烦，阻止匈奴南犯。——此时，

今宁武所属地域一部分属雁门郡楼烦县，一部分属太原郡汾阳县。但匈

奴并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举进攻，包围了韩信。韩信无力抵抗（抑

或是不敢抵抗、不愿抵抗），便“叛降匈奴”，并与匈奴合兵，击楼烦，

攻雁门，直逼太原，严重威胁到汉高祖刘邦刚刚打下的江山。在这种情

况下，刘邦只好于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率 32 万大军御驾亲征，以

便夺回失去的领土，平定这场边界风波。因争夺的重点是平城，所以有

史家称之为“平城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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