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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万柏林区老促会会长 陈绍卿

承蒙同志们的厚爱与协助， ~ 万柏林区历史文化集录 》 第二版付梓

面世了 。

万柏林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三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人起敬 飞 历史文化是前人留下的珍贵精神资源，研究和传承优秀传

统思想文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化事业，被党和政府作为把握现在、

开拓未来、走向世界的软实力，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 3

五年前首版印出的 《 集录 ~ .之所以受到同志们的关爱，就表明整

理编研历史文化的社会需求 J 然而，处在历史大变革时代的万柏林

区，同全国各地一样的迅速发展态势，就使原版的内容显得不全、不

足，进行修订与补充成为势在必行之务 川 尽管只过了几个年头，在党

的十八大精神指导下，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革故鼎新，开拓进

耳叉，奋发前行，万柏林区广褒大地呈现出历史性的大变化、大发展、

大成就 。

一一积弊已久的"城中村"整村拆除同步新建工程大步推进，己现

高楼林立、配套设施齐全的现代容貌，一批村民回迁入住，有些村庄

完成了城镇化转制;

一一遭受采煤深陷和其他地质灾害的山区村民，整体搬迁移民下

山，安居于都市化生活环境小区;

一一被长期无序挖煤、采石严重破坏了生态的西山，在大规模植树

造景，恢复生态的建设中，实现苍桑巨变 。 青山绿水，景观袭人，花

香鸟语，引来游览人群留连;

一一中心区的居民街巷，镶嵌各式小游园、小公园、草坪、绿篱、

花坛、观赏树木多处，步行五分钟颐享休闲、娱乐、健身活动的宜居

环境，基本形成 O

且不说全区各项事业发展如何，仅就以上几项，万柏林区这几年的



发展变化诚然令人赞叹，令人鼓舞

该如何坪价其意义和作用呢?现下城乡面貌改观，市民农民生存环

境、生活质量的提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现实门而尤为重要的是

积累对于未来发展无可估量的潜能门搬迁移民和"城中村"改造，使

占全区 8()(Yc')的村庄与农村人口实现历史性转变，可谓意义深远)由于初步打

破了积弊已久的城乡分割局面，使城乡一体的制度机制框架基本形成，从而

必将带来一系列的利好趋势;便于政府实施城乡统筹改革发展政策、举措和

统一完整的城建规划;便于社会资本、信息、技术、市场等要素在城乡间自

由流动与共亭，促进产业的互通互联，合力发展;使于加强社会管理和基层

组织建设，才是升基层法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并且有利于才是升农村教育、

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的水平，九九归一一一为我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铺垫了一条顺畅坦途 如此认识现今变迁，称之谓承先启后的里程碑

意义，或无过分

纵观万柏林区的改革发展，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本、民生为上的宗旨，遵

循自然与人、与社会和谐的哲理，倾力务实、创新，发扬了开拓进取的追求

精神，体现的元一不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今时代的继承与弘扬 一

部地区思想文化集，历史文化需要有，而录入社会主建设中鲜活的现实文

化，才可能使之趋于完整，更为必要 这亦是所以要再版的初衷)文化总是

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J 两次编慕这本集子，意在承古开今，寄托未

来，愿万柏林区的改革发展事业水保勃勃生机，明天更加美好!

2016年 1 月



导核

万柏林《万柏林区历史文化集录>> ，是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继 《万柏林革

命老区》 志书之后，编写的又一部"地志体"历史文化与变革综述文集。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真动因是由万柏林区转型跨越发展局势激发起来的。

进入2011年，万柏林大地出现两宗引人注目的新事。一是随全市部署，区内"城中

村"改造加大了推进力度，二是采煤沉陷区村庄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正式搬迁安置。

两项举捕并举，预示着这个城乡交错典型城区里的大批传统村落，将在于今始起

的近年内随城市化的推进逐步演变为城市一隅 亦标志着全区农村在城市化进程

路上步入跨越式发展新阶段。面对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变迁，广大农民既高

因拆除老屋、离乡辞土不免感怀的一面，更高为加速了的城市化泛起憧憬美好未

来的振奋和喜悦。区老促会四位在此地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脑海里同样波

澜起伏，思绪万干，欣然萌生了追记往昔录下这一历史变迁的念头，愿为留存历

史、赞颂变迁献上一缕晚年余热。于是向区政府递上 《关于留存变迁村庄古迹文

化资料的报告》。时为2011年6月 21日。

报告称:

这些村庄大部分是革命老区村，在战争年代做过很多贡献。在这些即将消逝

的老村落里，许多史上造就的古老建筑和历史积淀的传统人文实物，在保护文物

古迹的同时，也必将随之而不存，且不可再生。从留存历史传承文化的角度考

虑，区老促会拟抢在大变迁之前，将这些村庄里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庙宇、民

居、行政量所、历史事件遗址和反映教育文化、人文民俗的实物及遗迹等，进行

有选择的拍照或录捆，并经走访考查作出相关文字记录，以便整理编篡成册，留

存下来。因宾蕴含了一个地域离去的历史和乡间文化气息，往后随时间的推移 ，

或许会产生眼下还难以料及的用途和价值。

这项工作涉及面较大，又细琐，须一定人力、财力，花几个月的时间。故望

区政府领导批示有关两办、文化、地方志参与，各乡街配合协助。

报告上去，得到分筐领导孙泉副区长的重视，他亲自面呈王立刚区长，王区

长阅后提笔批示:

"历史是人类文明的足迹，记录相留下万柏林发展腾飞的足迹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好事。各高关单位、乡街应予支持配合批示时间为6月 26日。

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更加鼓舞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颇具见地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批语 ， 明确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双重要旨:一者将全区传统村落干百年积淀的历史文

化录入史册，流传后世，村庄逝去而不致其被淹没于历史长河，造成后人头脑中的

空白。二者记录万怕林区在现代化征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变迁，讴歌党领导下广大干

部、群众创新柏林历史的可贵精神和不朽功绩。

值此，我们决定不负领导与群众所望，把这项不能等闲视之的历史重任承担

起来，于2011年盛夏开始了工作。

先从第一个要旨入手 ， 请乡街同志们协助，全身心地下基层逐村收集69个行

政村，从始建立村的历史演进，到近代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这包括现存古建文物、

古树名木、代表性民居、军兵遗址、农耕矿业、民风民俗.. .. . 。方法是逐村实地调

查，寻访知情老者，现场考察拍照，查阅文物、方志部门出版的书刊 ， 尽可能多地

占萄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这样从夏到冬又到一个重，历时年余，寻访了全区的村

村寨寨，走遍了各样土石街巷，拜访了许多人，拍摄了许多照 ， 每每一见一闻，一

石一木，都被这片土地上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感染着，对于养育了无数代柏林儿女

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无尽的眷恋和感激。

在调查走访的基础上 ， 我们埋头撰写全区综合史情和各村历史文化述说 ， 然

后依文字内容选择配入实物照片，进行浩繁的文图编辑。经几个月精心编篡 ，终于

成就了一本有过去高现在、有文字高图片、高全区概说也高乡村细述的万怕林区地

方志体式的历史资料。我们]诚望，以这些文字和画面 ， 形象地再现万柏林区干百年

岁月演进的轮廓，留下它的历史足迹，让今人后人可以从中体昧这片热土上岁月文

化积淀的深厚底蕴 ， 以及它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并以众多的史

料把人们带进深深的历史追忆，悠悠然以历史为鉴 ， 自觉地寻求历史与现实的接

点，担起传承文明创新今天发展未来的重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一部得以流传后

世的可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万柏林区高考证的文明史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

三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大力开发文化资源的新形势下，追寻这片土地上

的历史文化 ， 记下社会变革的宏举壮迹，是有真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然而，本书所涉时空跨度长，资料收集困难 ， 又加上几位老同志水平所限，

虽然倾注了不少心血，但疏漏和不足之处总亦难免 ， 敬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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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林区 !iJ 史式化 jì 条第二版 叫望，

区土竟西部坐在吕梁山东翼的延续地带，群山叠山章，梁茹交

错，沟窒圣纵横 ， 山地、丘陵约占全区总面积的五分之二 ， 士也势

由百刀割东逐渐倾低 ， 趋于平坦，及至太原盆地的平) 11 。境内海

拔在780米一一-1 680米之阁。

行政建制1多 14个往'f 1卜，丰富居民主土区109个 ， 行政村44个 ， 其

中有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贡献的革命老区村(社区) 62个。

全区总人口75万 ， 其中农业人口 7 . 72万。

随城市经济和建设的发展，境内工业 、 商贸 、 住宅以及道

路 、 园林等设施快速增加 ， 带来耕地被征占 、 农民改行 、 村庄

被围市井中的历史性演变。随着近年来 "城中村"改造和采煤

沉陷区搬迁移民工程的完成 ， 方柏林整体走j旬城市化的趋势正

在加速。

区 境 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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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惨
←悠久的@史文化

位于华夏民族发祥地太原古城地境上的万柏林区 ， 其起始

岁用和积淀的文化，都非用-般。

考古发现 ， 境卢l石干峰山下存旧石器时原始人渔结

生活遗迹。大井山谷 、 周家沟野外发现的古陶E 、 陶片和

动物骨骸，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物 ， 表明远在原始社

舍日?这里就有人类生足。历史典籍中 ， 华夏先民子黄河

中下游始创农耕文明 ， 有完帝在今太原二带活动 、 大息

:自 71叉子济 ):J、|、| 等多种i已达;战国时赵革央发迹建立赵国所依

托的晋阳城在南10余公里处，都说明土古时期的万柏林

一带入烟已盛。至于后来的年代 ， 则有现存实物为证 :

一是王家庄村中枝叶繁盛的古槐树 ， 植于周代 ; 二是大

井峪村里予发现的古墓群，多数为春秋战国古葬 ， 都是万

柏林历史岁用递进的实证。

地下冶铁渣积存 回。由
l & f-t ò~ 1 
、华Z西口巳f-t tî至l

| 新石器文化遗物 | J窑

。

化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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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柏林这方土地的开发和人文肇始很旱，处在中原农

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并长期受儒、释、 i盖文化

的熏陶，在悠久岁月 1主进中积淀了古朴厚重的传统文化底

蕴。

由于这个地区开发旱，人烟盛，遗存于今的古树名木随

处可见。乡居林业部门普查，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松、柏、榆、

槐i十有1124株。其中，五百年至干年的36株，干年至两干年

的14株，两干年以上的8株。古树分布范围较广， W地、丘

陵、庙宇有，一些古村落的街巷和民居庭院也不鲜见。在王

家庄村中一株植于西周时期的古槐，树高12米，胸围760厘

米。e!ïl名村另一与它树龄相近的槐树，高近20米，枝叶更为

茂盛。这些无疑在日召禾万柏林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树名:国槐

位置.万柏林区王家庄村

树龄:25()()年

树高 12米

胸图: 760厘米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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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名:国槐

位直:万柏林区西铭村

树龄:2500年

树高: 1 R米

胸固 :27()厘米

树名:国槐

位直:万柏林区西铭村

树龄 200()年

树高 2()米

胸固 247厘米

积t 名-松积f

位直万柏林区马矢山村

树龄:2()()()年

树高 10米

胸围 240厘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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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使万柏林地区保存下丰富的人文古迹。

寺庙、民居古建筑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遗存 诠来牵着这里古代

文明的辉煌。

全区近百个大/1\村庄，可以说村村有古店字。自隋唐以来，

经宋元明清和民国，各代均有庙宇和其它古建遗存。据统计，现存古

建筑和仍有残璧遗址的合计为115处，多数村庄不止一处，两处三处

的不鲜见。其中保存完好的庙宇14座，近年修缮一新的1 8座 。从其历

史和文化价值看，始建时f因在明代及之前的有:西铭村的广仁寺、真

武j亩，南寒村的观音堂，神堂沟的龙泉寺，亲斤庄村的玉皇j亩，赛庄的

五龙j亩，后北屯村的诸葛j亩，共7座。建造时用最旱的在隋唐时期，

距今已有1100年至1400年。规模最大的，有百铝村广仁寺，建筑面积

2830平方米;神堂沟龙泉寺，占地2 . 6公顷 ，建筑面积万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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