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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维忠，男，1929年生．

清徐人，曾任清徐县教育科副科
长、清徐晋剧团团长、清徐县县
志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清徐县罗
贯中研究套副会长，副编审。曾
导过现代戏《争儿记》、历史剧
《八义图》、《铡金龙》等二三
十本晋剧。主要著作有剧本《葭
萌关》《吃瓜》、《退亲》．论
著《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
《醋都话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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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唐塔



①隋唐古槐

②唐代龙池洞

③马跑泉

④古代石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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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林山志》编委名单

主任：张强(清徐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主任：裴耀军(中共清徐县委宣传部长)

龙万青(清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主编：孟春华

顾问：陈太平

副主编：杨宇霆程宽生

编辑：王敏锋白艳珍乔淑萍李海峰

张晓钰王芳薛美芬吴芳芳

绘图：王勇王贵发

摄影：郭会生

拓碑：郭会生

为本志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礼 王强 王丙生 王吉玉 王同发

王有法 王金锁 王振发 王聚财 白四锁

张二保 张志林 张新成 张喜元 张和尚

张反恒 张宝全 张宝桐 张利锋 张建民

张晋川 陈太平 陈甲四 陈永锋 陈和平

陈秋德 陈福锁 陈新法 武全儿 武兔法

赵过兵 赵计花 贾侯山 I曹四货l 梁吉恒

程宽生 董辛亥 释黄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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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LINsHAN ZHI龙林山志

序 言

龙林山虽算不得名山大川中的大家闺秀，但在登临之后，就

私心地以为是我心中的小家碧玉了。其松柏之盛，亭庙之凌，山

泉之冽，碑塔之幽，元不令此山别具胜雅，周围群山绵延不绝，惟

此处风光旖旎，实为大自然的造化之功，怪不得千百年来会演义

流传许多瑰丽新奇的故事。龙林山虽美却小，这样一个方圆仅十

五平方公里的地方，如今尽然编写出一本十多万字的专志出来，

实在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惊诧之余，全为惊喜。‘

《龙林山志》是我县的第一部专志——山岳志，内容包括地

理位置、气候特点、天然植被、寺庙景观、人文环境、历史沧桑、旅

游资源等各种资料，而本书的完成，既为清徐的文化旅游增添了

内涵和深度。也为专志的编写开了好头，深表祝贺。

全书约12万字，图文并茂，语言朴实，内容丰富，兼史学的

严谨和文学的风趣为一体，突破以往志书既定格式的限制，根据

现有资料进行了科学整理，在内容的编排和组稿上进行了大胆

创新．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使一本生硬的专志书籍成为百姓喜

闻乐读的通俗读物。

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原史志办副主任、离休干部郭维忠和

原人大副主任、退休干部李中两位老人，不顾年老体弱，不畏严

冬酷暑，不辞山高路远，为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穿山林、钻窑洞、

探古庙、访村叟，跋山涉水七上龙林，为编著本书鞠躬尽瘁，其心

可鉴，其诚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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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林山虽然不大．但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有千年古

刹、隋唐古槐、唐代石塔、五代碑刻、奇柏怪松、矿泉珍品、优美

传说，可以说是吕梁山脉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还在革命战争

史上写过光辉篇章，出现过许多英雄儿女、爱国先贤，尤其是在

八年抗日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读者若有此雅兴，请亲临龙

林山一观。

清徐县人民政府县长：弓≥之
2008年12月

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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