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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t 武即记 7乡岁左/

宁武县位于t1J 四省北中部，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 95% ， 平均海拔 2000 米。 全县总面积 1987. 7 平

方公里。

我县历史悠久，上占为楼烦罔属地，秦汉为楼烦县， 隋炀帝曾于此修建汾阳宫，北宋及金元曾设

宁化军、宁化县、宁化川、|。明成化 年 ( 1466 年)设宁武关。嘉靖十九年设山西镇，统领雁门、宁武、

偏关三关军务。 请JiI肘白三年 0646 年)裁山西镇为宁武营。雍正三年( 1725 年)设宁武府，改宁武

营为宁武县，为宁武府治所。 民国初年废府留县， 一直延续至今。

宁武县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 ， 宁武关遗址、 宁化古城、肆州长城等人文景观， 给世人留下了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宁武关遗址一一宁武屯，位于今宁武城北十三里的黄花岭处，设立于公元 1302

年(元大德六年) 0 宁化古城遗址位于今县城西南的宁化村，初建于隋唐，现存城址为宋代所建。肆

州长城始建于东魏武定元年 ( 543 年) ，位于余庄乡榆树坪村，全长约 50 公里。截至目前， 宁武县

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343 处， 其中省级 4 处，市县级 145 处 ， 一般文物保护单位 194 处，此外还有大

量珍贵的馆藏文物。

这些遍布全县的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是我县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历经数千年硝

烟战火、自然损坏，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自豪之情、 历史之责，切实保

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财富。 坚持真实性、 完整性、最小干预的原则，传承其历史文化价值。

历史文物，也是国史、党史、民族史的生动教材，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资源，必须正确处理好

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教育功能和公共文化服务作用，做到保护与利

用相统筹，在保护中加强利用， 在利用中促进保护。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

资源，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

示，进一步激发这些历史文物的时代活力，彰显其当代价值，使之永续传承。令人欣慰的是，县文物

部门的同志们，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编撰了这部 《宁武文物图志)) ，其中收集了我县大量的文物资

料，将宁武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的文化瑰宝，按照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古建筑、 j丘现代

史及代表性建筑等五大文物类别，以图文并茂的编篡方式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集中展示，为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了一份弥足珍贵手1I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也为社会各界了解和认识宁武，积极参与

宁武经济建设提供了-个新的窗口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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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缸罩击酣主IJJ. 宁武关遗址，位于今宁武县城。 元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设立宁武

屯，被视为宁武城的最初起源，位于今宁武城北十三里的黄花岭处。明代

继续沿用为屯堡 ， 宁武这一名称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宁武城的称谓，并一

直沿用至今。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 ，朝廷在宁化城设立宁化守御

干户所。 明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 ，山西巡抚都御史李侃上言"宁武

北|陆云、朔，西带偏、{呆 ， 虏入要冲， .. 青设关防守 。 "朝廷于成化二年(公

元 1466 年)批准了李侃的奏请， 经过各种物料准备，宁武关城于成化三年(公

元 1467 年)正式肇建 ， 宁武正式设关。 这一肇建的宁武城被称为"于城" 。

于成化丁亥三月始事， 至成化四年(公元 1468 年)最终竣工， 周长四里，

城墙高三支多，四面建有女墙，开东西南三门，东门曰"仁胜 " 西门曰"人



2 'j~JÌ毛文;母均 l剖，ι

和"南门七1 ";自慧"只千J东门作为!而翼有瓮城。

子城内设有守备署(守 vIIJ )J二)、巡抚行:月(慧泉行

署)、驿站、仓库、 i，'LJ药、庐舍等军 cJï:设施，驻守

兵丁四千人 ， 其中骑兵行 4 下多人 。 IV l'JL~\汗川→年(公

元 1497 {I:.) - J j , ~月 ii{I:'J' i~ J::. 设、、'('j'i~守征11 r

户所。 弘1fì -1' .年(公)l; 1 . I SJR 年 ' j ' 此 j士 JJ~j挂行

了第一次扩建，从周 pq 1 1'. 的(J戒jtill/J) ，'iJ 七屯的新

城，以衍什宁武千户所J'I<J}f;市 IJO "j ' 此(- JJ& J'I<)扩也llfi

f弘治戊牛(公元 1498 {I~) 八门，边J: J二世、泊 T:

戌(公元 1502 年) . 七) J lìíJ}口圳经 V叫作， 1号~ f 城1，%

扩展至 I r'û 匕旦，还建 f ;ìJr 1' 1<) 耳 ~JH.t1Jì:鼓楼，作为下

户所城的 '1' 心建筑。 以鼓楼)~'I' 心， 1叫 )，';J.ìf佳 f头

rLî户至儿 (1 尸等。正他 l ' {I二(公 j已 1515 年) f，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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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使文登丛敦促三关兵备副使张凤翔在西山岗营建宁文堡 ， 与宁武形成椅角

之势 。 嘉靖十四年(公元 1 535 年) ， 宁武城成为山西镇城: 嘉靖十九年(公

元 1 54 0 年)总兵镇守宁武: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设宁武兵备道，

宁武成为了明代九边重镇之一 ， 全面担负起偏头、雁门、宁武三关联守的职

责，成为内长城防御的核心。隆庆四年(公元 1 570 年) ， 山西巡抚给宁武

的城墙包上砖石，全面提升了宁武城的防御能力 。 万历甲午年(公元 1584 年)

在华盖山顶修建护城墩。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宁武兵备郭光复将

宁文堡、东西关城墙包砖石。 宁武城于成化年间建城为关 ， 经过弘泊 、 正德、

嘉靖、隆庆、万历五朝的持续性营建 ， 最终形成军镇的基本格局 ， 并一直延

续至崇祯末年。

l归崇祯十七年 (1644 年) ， 明末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率兵从陕西入京途中 ，

在宁武关受阻。当时的三关总兵周遇吉救援忻州| 、代县 ， 兵败后收拾残部固守

宁武关 。 20 余万农民军浩浩荡荡兵临关城， 将古城紧紧包围 ， 周遇吉指挥数

千兵顽强守城，经过四天四夜激战，农民军以火炮轰毁城垣，从东关城门处杀

入城内，周遇吉所部全军覆没， 周负伤被俘不降而死。李自成的起义军夺取了

宁武关 ， 为兴师进京开辟了道路。 1986 年， 宁武关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1 4 
①宁式关i量1止全貌

②宁式关遗址局部

③宁式关遗址出土铁地

④宁式关i在1止出土铁釜

，把♂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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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遇i/;I跚跚室副司 宁武县明长城从偏关向南延伸，经神池县，自大水口村进入宁武县境，

一直绵延到盘道粱。明长城的修筑史，最早可追溯到隋开皇年间 。 从洪武

至万历 (1368 年一1620 年)的 230 多年间，明王朝前后复修过 18 次，仅

宁武境内长城， 就复修过 11 次之多。

境内东北一一西南走向 40 余公里的古长城，风化 15 公里，人为毁坏

5 公里 ， 尚存 20 公里不延续段落。 所存 20 公里的内边遗迹，以砖为表层

者所剩极少，十之八九为土筑之墙，高度在 1 米至 2 米间 。 1986 年，宁

武明长城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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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万口明长城烽火台

②盘道采明长城局部

③阳方口明长城全貌

④阳方口明长城全貌

⑤阳方口明长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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