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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山之右河之西一一万柏林区地名录》几易其稿，终于与广大读

者见面了 。 这是全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此表示祝贺!

"盛世修志资治、教化、存史" 。 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行政区划名称、 居民住地名称等。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 古老的

地名犹如历史化石，记录着这一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 、 社会的

发展脉络，昭示祖辈生存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特点 。 加强地名管理，在标

示区别、管理服务 、 文化传承、教育纪念、经济发展等方面， 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

《 山之右河之西一一万柏林区地名录》以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全

面翔实地记叙了万柏林区的地名来历、建制沿革、景区景点、民间传说

等 。 本书内容丰富，考据严谨，融知识性、教育性、趣味性于一体，从

新的侧面打开了了解万柏林区、认识万柏林区的窗口 。

万柏林区位于山西省太原西部，临汾闷，依西山，风景秀丽，素有

"西山叠翠钟灵秀 ，汾波浩荡涵物华"的美誉 。 东与杏花岭区 、 迎泽区

隔河相望，南与晋源区接壤，西与古交市相连，北与尖草坪区、 阳曲县

毗邻 O 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历史文明惊远流长。

2000多年历史的深厚积淀，一代又一代先辈们的辛勤开拓，使这片美丽

富饶的龙城福地以其特有魅力而享誉三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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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万柏林区分属太原府阳曲、太原两县管辖。 中华民国

初年，废府归冀宁道 。 1949年5月属太原市人民政府第七区 。 1958年建

河西区 。 1997年5月 8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万柏林区 。 万柏林区跨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区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城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建成为一个工业基础雄厚、市场繁

荣、人才汇集、环境优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现代化新

区 。 近年，万柏林区按照市委处理好"六大关系"、抓好"五个一

批"、推动"六大发展" 、 实现"六个表率"的重要部署，强化责任担

当，主动作为，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做足山水文章，加快城中村改造，

大力推进转型发展。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 整理地名就是梳理历史，把值得继承的历史文

化留下来，传下去。在大变革中，我们要珍惜已有宝贵资源，像保护有

形文物一样保护地名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那些富有继承价值的地名

不至于因无实体可载而消亡 、 i里灭 。

古往今来，地名录是历史的传承与延续。 衷心希望每个万柏林区人

民都能从万柏林区的发展变迁中得到启迪，从先辈开拓奋进的历程中汲

取力量，进一步了解万柏林、热爱万柏林、建设万柏林!



万柏林区概况
万柏林区位于山西省太原西部， 11自汾河，依西山，风景秀丽，素有

"西山叠翠钟灵秀，汾波浩荡涵物华"的美誉。东与杏花岭区、迎泽区隔

河相望，南与晋游、区接壤，西与古交市相连，北与尖草坪区、阳曲县毗

邻。区人民政府驻西矿街35号。

万柏林因区内原有名声较大的居民聚落(现为街道)万柏林而得名 O

此地地处太原市的"乾"位。中华民国年间，在山西执政的阎锡山选定此

处为自己的墓地，唯感不足的是地表林木稀疏，于是决定在这里广植柏

树，以备将来辟建陵园。因种植柏树多达万株以上，故名"万柏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地居民选与"陵"字谐音的"林"宇换而代之，

更名为"万柏林"。

辖区东西最大距离24.6干米，南北最大距离22.4千米，总面积305平

方千米 O 下辖 1个乡、 14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 74.9万，流动人口 30

万，设有102个社区居委会、 50个村民委员会。是太原市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的中心城区。

万柏林区在明、清时期分属太原府阳曲、太原两县管辖。中华民国初

年废府归冀宁道。抗日战争时期由太原县第五区和阳曲县第三区分治。中

华民国兰十四年至兰十八年( 1945年- 1949年)太原市被划分为16个区，

即内8区(城区)和外8区(郊区) ，万柏林境域属外8区的第二、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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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泽西大街

区 。 太原解放后， 1949年5月，太原市人民政府将 16个区合并为8个区，万

柏林境域属第七区 1950年8月，改为太原市第五区 1954年6月，改为万

柏林区 1957年3月，万柏林区被撤销，划归太原市郊区管辖 1958年7

月，以万柏林境域为主，成立太原市河西区 1960年6月，撤销河西区建

制，成立义井、和平、万柏林、西山4个市辖城市人民公社 1961年3月，

撤销城市人民公社， 5月，恢复河西区建制，同年11月，将原西山人民公社

地域析出，设立西山工矿区 1963年2月，西山工矿区被撤销，其辖区仍归

河西区 1997年5月，撤销河西区建制，设立太原市万柏林区 。 2006年9

月，万柏林区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城乡分设的3个乡 13个街道办事处调整

为城区一体化的 l个乡 14个街道办事处，即现行政区划分。 2014年末，辖小

井峪、西铭、化客头、东社、千峰、下元、和平、万柏林、兴华、南寒、

长风西街、神堂沟、白家庄、杜儿坪14个街道办事处、王封乡 l个乡，共

15个乡级政区;设有 102个社区居委会、 50个村民委员会。

万柏林区地形地貌呈西高东低，东部呈带状平原，系太原盆地的一个

组成部分，地势平坦;西部呈由东向西倾斜的慢坡，海拔高度在780米~

1400米之间，汾河最低处为海拔776米 。 西部山峦起伏、沟望纵横，山脉

为南北走向，最高峰为官地山，海拔 1497米 。 万柏林区地质构造为太原西

山向斜煤盆地， 汾河流域陷落区。 地层主要属于变质岩系、沉积岩系和松

散积物系。



汾河为流经万柏林区最大的河流， 发源于宁武县管拌山雷鸣寺 ， 由摄

乐村入境，从北向南流经大东流、 彭村 、 后jt屯 、 瓦窑、 后王村、吴家

堡、 西寨到古寨村，纵贯万柏林区东部 ， 区内流长20千米 ， 属 中游地带。

区内还有虎峪河 、 九院沙河、玉门河 、 冶峪沙河等河流以及晋阳湖 。 气候

四季分明， 昼夜温差较大 ， 是典型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 由于受西北气流

的影响， 春季多风沙，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宜人 ， 冬季干燥寒冷。 其

特点是 : 冬寒夏热， 春湿秋爽 ， 冬长夏短，秋略长于春 。 雨季为7月 、 8

月、 9月 三个月，平均年降水量480毫米- 500毫米左右 。 一年四季 日照充

足，全年 日照时数平均2800小时 。 霜冻期为 10月中旬至次年4月中旬，无

霜期 1 20天至 190天 。 年平均气温在9.5 "C - 11 "c之间 。 l月份均温 - 6.4 "c , 

7月份均温23.5 "C ， 最高气温曾达39.4 "C ， 最低气温为- 25.6 "C 。

矿产资惊以煤为主 ， 其中西山煤田面积为541平方千米，煤层厚度为

14米- 18米 ， 储煤量达70.3亿吨。 此外还蕴藏有大量的石膏矿石，储量为

4000万吨，以及可用作水泥原料、 化工原料、建筑材料的碳岩等。

万柏林区是生态建设与城市绿网联动发展区。 近年来 ， 万柏林区紧扣

" 山 · 水"特色，以西山生态恢复和景区建设为核心 ， 以打造成为绿色生

态长廊的三条边山支河为轴线 ， 以通道绿化 、 环城绿化为框架，以游园建

设 、 绿地建设 、 单位绿化 、 小区绿化等多种绿化工程为节点 ， 辅之以 "三

北" 防护林、汾河流域生态涵养林等林业建设，架构具有区域特色的综合

生态体系 ， 实现山 、 水 、 林 、 城的相互交融。 高标准建设万亩生态园，建

成独具特色的山地公园 ， 成为西山综合整治的示范工程。 建成玉门河公园

等39个公园、 游园 ， 园林绿地面积达 1463公顷。 实施绿化5大造林工程，完

成造林IO万亩 ， 全区呈现出"山青、 水碧、天蓝" . 的宜人之景。

主要风景区、 名胜古迹有 :

桃花谷 (赵氏沟 ) 、丸院狼坡生态景区、偏桥沟风情小镇 、 长风城郊

森林公园、高家河公园、 万柏林生态园、 四达沟园 区 、王封一线天风景

区。

~流华严寺、吃僚沟天主堂 、 神堂沟龙泉寺、白道狼虎寺高僧塔

、 南寒观音堂、 西铭广仁寺、 吃垛范氏油坊 、 太原市黄坡革命烈士陵园

、彭城太妃墓、王家庄居贤观、堡山龙王庙 、 南寒观音堂、 南寒真武

庙 、西铭广仁寺、 神堂沟龙泉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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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西山(朗诵诗)

西山原来是这样的美丽

去的路上还飘着密集的雨丝

可到了山脚下雨就停了

爬山时幽幽的金风又带来树和青草的气息…

西山是一首诗一一爬上"狼坡"你就会知晓一一

放松了的身心在绿的怀抱里就想唱 、 就想、跑、就想飞……

末了还想问

问树上的小鸟

问林间的小溪

也会追问我们自己. .

那些没有路的路径呢?

那些杂草丛生的山坡上的垃圾 草皮?

还有战乱动乱之后常年颓败荒芜的比比皆是的伤口

还有私挖滥采疯狂掠夺之后的如弹洞一样的淌着鲜血的痕迹?

九院村啊一二中华民族版图上 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

你见证着 你忠实地见证着这里的变迁与非凡的经历

狼虎山啊一一你何以变成了眼前这俊俏的模样?

这人间的奇迹要沟沟坎坎为你感叹

要山山水水为你欢歌

要苍茫大地也

为你欢喜 !

一位在九院村长大的姑娘金桃

还有着当初"除了荒坡还是荒坡"的苦痛的记忆

当年治理"小煤窑"和"打黑队"将士脱掉了战袍

又匆匆披挂起向"狼坡狮子崖"进军的征衣……



看到了今天的景象就想起了昨日的你一一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一一这久远的抗战歌曲

仿佛描述着万柏林人民"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的壮阔场面

不也正言说着"西山儿女"在改变家乡面貌时的

决心和勇气 !

四

有人把家里的三孔窑洞无偿捐给了政府

有人夜以继日培育新苗养护绿地全家老少一起参战

夫妻双双同心协力 . . ... .

狼坡啊一一

不知l是你狰狞的魅力感动了上苍还是今天无比精神的中国和山西的人民

成全了你 . . . . . .

五

九院河清汲水泉碧

廊亭环绕唐槐连理……

如今的狼坡胜景不仅还原着 "修旧如旧"的自然景观

也晾露着"北方的狼"的坚韧挺拔不屈和神奇一一

"我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一

只为那传说中西山的美丽·…

灯火阑珊 星光和灯光交相辉映 繁花似锦人类与自然惺惺相惜

这便是狼坡

今日狼坡的魅力一

在中秋的清澈如水的月光下

在人们恬泼的又充满憧憬的笑颜里

( 丰蕴 )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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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庄村/51 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56

王家庄村/51 真武阁 /58

南寨村/51 古槐/58

大岩村/52 居贤观/58

石马村/52 大宁寺/59

东社村/53 手支氏宅院/59

吃僚沟村/54 龙蟠宫/60

下庄村/54 民J诩T专说

铝厂社区 /54 "社火"源远/61

东社地区景点、 '导区 聚沙成塔南寨村/62

号 09



~ I 和平街道办事处

10 
南社社区 /65 重院社区 /67

JiI流社区 /65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67

北二条社区/65 太原科技大学/68

康乐社区 /66 革口哥L士也应ζ'号后飞 、 '哥Eζ

前进路北社区 /66 苏联专家楼/69

西线斗土区 /66 华严寺170

西巷社区 /66 全能堂171

新建西社区/66 天龙庙17 1

玉河北社区/67 观音堂172

玉河南社区/67

化客头街道办事处

北头村175 玉门社区 /80

白道村175 T也筝在t头地区景点、 景区

新道村/77 五龙庙 /81

赛庄村178 西山狼虎寺/81

大荒村178 民~)ì回ftt.兑

化客头村178 五哥放羊/85

大卧龙村179 闰铁匠化铁铸犁/85

西沟村179 李义报恩/86

宋家山 /80 少年化龙济苍生/87

大虎沟社区 /80

南寒街道办事处

红沟村/91 革月 ;1 1二手土区 /92

南寒村/91 革月 F日 1ft手土区 /92

北寒村/91 河南才好社区 /93



建筑街社区 /93

康乐苑社区 /93

太白才好手土区 /93

生失北斗土区 /93

西华苑东社区/94

西华苑社区 /94

西矿街北社区/94

瓦窑社区 /101

移村社区 /101

前北屯社区 / 102

公园路社区 /102

金玉手土区 / 103

理工大东社区 / 103

理工大西社区 / 103

迎泽北社区 / 103

迎泽南社区/103

西矿街南社区/94

劳T寒地区景点、 景区

万亩生态园/95

圣若瑟堂/96

南寒真武庙/97

民J诩T专t兑

兄弟分家南北寒/98

千峰街道办事处

吁L町.，.划~~-I哥后豆、 '居区L

奶奶庙 / 104

观音堂/104

元墓壁画1104

太原理工大学/ 105

玉门河公园/105

民)i回T吉r-i兑

前北屯奶奶庙的传说/106

洋灰桥的故事/106

神堂沟街道办事处

神堂沟社区/109

黄坡村/ 110

寨沟村/110

聂家山村/111

西峪社区 /112

义井西社区 /112

神盟邑专甸地区景点、 最区

太原市黄坡烈士陵园 /113

神堂沟特色温泉/114

古和l龙泉寺1115

神堂沟温泉度假区 /11 6

西山(长风 )城郊森林公园/116

民J诩情说

神堂沟温泉的传说/118

彭城太妃/118

是家山五龙圣母传说/11 9

号 1 1 



@ 万柏林街道办事处

12 彭村'手土区 / 123

安广社区/124

东风社区 /124

和平社区 1124

和平苑社区/124

晋机西社区/125

新建社区 /125

堡山村/133

后西岭/134

东河村/ 135

莲叶塔村/135

前西岭村/135

城封村/136

周 家山村/136

磺厂村/137

冀家沟村/137

上南山村/138

小卧龙村/139

吃垛村/139

马矢山村/140

王封村1140

榆树 tr村/ 141

三封地区景点、 景区

王封村古代建筑景点1142

新友谊社区 1126

兴汾苑社区/126

晋西机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126

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1127

民JB1恰说

裴氏后人建彭村/130

王封乡

一线天 自 然景 区 /142

油作坊/146

龙岭寺/146

真武寺/ 146

1见音堂/146

具武庙 /147

杨氏宅院/147

古柏树/147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一周家山避难所/147

广善寺/149

娘娘庙 /149

十佛寺遗迹/ 150

五道庙 /150

真武庙遗迹/151

山神庙 /151

龙王庙 /151

歇马殿和唱戏吃台 /152



民J司于妻说 周家山村的历史文化/153

红脑兵工厂传说/153 店头的来历 /154

西铭街道办事处

风声河村/157 玉门沟古道1163

西铭村1158 观音堂庙 / 163

南峪村/ 160 广仁寺/164

小西铭村/160 冰梁玉柱/167

电石苑社区 / 1 6 1 南峪黑龙王庙/ 168

宏峰社区1162 南峪千年国槐1168

旧矿部社区/162 民);刷吉rii兑

狮头苑社区 /162 小西铭奶奶庙传说/ 169

百铭衡;现景点、 景区 西山洋灰厂工人的抗日斗争/169

下元街道办事处

大王社区 / 176 气千匕1#斗土区 / 178

后王社区 /177 迎泽桥西社区 /179

大众社f斗土区 / 177 众纺E各社区 1179

纺织苑东社区 / 178 民;")'1回 fti:兑

纺织苑西社区 / 178 砚台的传说/ 180

鸿苑社区 /178 傅友德杀子/ 180

南内环西街手土区 / 178

小井峪街道办事处

l司家沟社区 / 183 小井峪社区 /184

i少沟社区 / 183 大井峪社区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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