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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域文丛：山西关隘大观》所列500余处关隘，以综述、文献、纪事、诗文等编目，对每个关隘
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历史沿革、旧闻典故、关城建筑、道路功能、经济作用、军事地位、文化积
淀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梳理和诠释。
文章简明扼要，形式别致翻新，兼有“可读”与“备查”的功能，是一部融史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
著作；具有“史考”的实证价值，“史鉴”的研究价值，“史貌”的审美价值，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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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辅刚，山西省襄垣县人，毕业于山西大学经济系。
现任长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中共长治市郊区区委书记。
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强县论》、《实践与思考》、《麟绛华章》等
。
在多年地方工作中，注重对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扶持，曾荣获2009年度山西省十大文化创新人物称
号。

　　王怀中，山西晋城市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
先在长治二中任教，后历任《长治报》编辑组长，长治市党史办副主任，长治市档案局副局长，长治
市地方志总编、主任，中共长治市委副秘书长、统战部长，政协长治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已结集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风雅大太行》、《上党史话》、《三晋石刻总目·长治卷》等书。
参与编写的有《飞腾的太行》、《山西风物志》、《山西名胜》、《山西历史人物》等书。
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马书岐，1955年生，山西襄垣人。
从事地域文化研究30余年，编著有地域文化书籍数十部，发表地域研究文章300余篇。
著有长篇小说《雪落黄崖》（合作）、Ⅸ黑色的太阳》（获山西省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短篇小
说集《棋侠》，地域文化研究专著《长治往事》等。
现供职山西省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治市第11届政协
委员，长治市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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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山西关隘与关隘文化
太原市
市区
天门关 阳曲湾 蓝谷
风峪 晋安寨 虎北口
古交市
孔河关 岔口
娄烦县
一箭岭隘口 天池城
阳曲县
石岭关 赤塘关 凌井口
两岭关 三交口 狼孟城
柏井 阳兴寨 大盂城
大同市
市区
得胜堡 拒墙堡 助马堡
拒门堡 破鲁堡 宏赐堡
镇川堡 镇鲁堡 镇河堡
溢水口 云冈堡、石佛寺口
高山堡 孤山湾 野狐岭
白登台
左云县
威鲁堡 宁鲁堡 保安堡
三屯堡 云西堡 灭鲁堡
大同县
牛皮关 聚乐堡
浑源县
大磁窑口 乱岭关 凌云口
大寨头关
阳高县
守口堡 镇边堡 镇门堡
开山口 白登堡 虎峪口
天镇县
新平堡 瓦窑口 镇口堡
镇宁堡 白羊口 枳儿岭
平远堡 米薪关 长胜堡
永嘉堡
广灵县
林关口 直谷关 石门关
唐山口 火烧岭口
桦涧岭口 焦山寨 加斗寨
土岭寨 瓦房寨
灵丘县
铁林口 隘门口 银钗岭
下关 义泉岭关 牛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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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口
朔州市
市区
大水口 利民堡 阻虎堡
败虎堡 井坪城 乃河堡
干柴沟 刘家口 迎恩堡
灭虎堡
右玉县
杀虎口 破虎堡 铁山堡
牛心堡 威远堡 威平堡
残虎堡 马营河 堡马堡
兔毛河口 红土堡
山阴县
广武城 偏岭口 水峪口
龙湾峪口
怀仁县
大峪口 鹅毛口
应县
大石口 小石口 茹越口
北楼口 马岚口 三岗四镇
忻州市
市区
忻口 云内口 猫儿寨
牛尾庄寨
静乐县
娑婆岭隘 硰石城
马陵戍
原平市
阳武关 石门关 八岔口
玄冈口 芦板口 石匣口
石佛谷口
宁武县
宁武关 阳方口 盘道梁堡
大水口堡 黄花岭堡
宁文堡 夹柳树堡
雕窝梁堡 小莲花堡
朔宁堡 石湖岭堡
偏关县
偏头关 老牛湾口
水泉营堡 老营堡
红门市口 滑石涧堡
草垛山堡 驴皮窑口
五眼井堡 八柳树堡
水门沟口 万家寨 桦林堡
⋯⋯
阳泉市
晋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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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
晋城市
吕梁市
临汾市
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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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沙岭口　　在今昔阳县东50公里九龙关村东北，南有黄沙岭，北有桃花垴，两山对峙，形成天
然隘口，为昔阳县通往河北赞皇的咽喉要道。
隘口内侧有九龙关，为南北朝北齐筑。
唐至德二年（757），在黄沙岭十八盘筑德化城，使关、隘相辅，更为易守难攻。
　　文献　　《山西志辑要》：“黄沙岭，县东百二十里，接赞皇县界。
岭东为九龙关。
”　　《读史方舆纪要》：　　“黄沙岭口，通直隶赞皇县。
”记事北魏永安二年（529），齐献武王令并州刺史李密募殷、定二州兵5000镇守黄沙岭、井陉二道。
　　隋大业十年（615），窦建德命校检并州总管刘世让率万骑出黄沙岭隘口袭沼州（今河北省永年县
）。
　　唐至德二年（757），李湮承张奉璋令在黄沙岭十八盘筑德化城。
　　民国十四年（1925）冯玉祥率兵由黄沙岭入晋攻阎锡山。
　　1973年洪水将黄沙岭城门、城楼冲毁，南山城墙塌坍，尚留北山城墙。
　　九龙关　　故址在今昔阳县东50公里黄沙岭上九龙关村，南北朝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置关
，唐、宋、明、清多次重修。
旧有关楼，楼上有巨石拱形城门，城门由城楼上的绞车升降肩闭。
今已不存。
　　文献　　清《平定州志》：　　“黄沙岭，在乐平乡东一百二十里。
岭东为九龙关。
”　　泥澄口　　在今昔阳县东冶头镇口上村东侧，又名白皮关。
隘口两侧有岳水岭、丸岩岭，峭壁如林，为昔（阳）毫（停）公路咽喉要道。
1938年10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六路围攻”，八路军129师在泥澄口阻击日军，激战3昼夜
，共击毙日军400余，射杀军马30余匹，八路军、游击队132人负伤，58人牺牲。
　　文献　　光绪《山西通志》：“泥澄口，在乐平乡东南六十里。
直隶营兵守之。
”　　记事1937年，日军侵略山西从南线夹攻太原时，由此而入。
　　1938年10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驻山西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纠集3000余兵力，在2架飞机的配合下，
分六路出动，妄图在平东、昔东两县交界的娘娘庙地区合击八路军385旅部队。
11月10日上午8时许，从昔阳城出发的日军800余人拉着骡马炮车，经东冶头、静阳、水磨头，沿松溪
河到达泥澄口地段。
八路军385旅769团、独立团一、二营及李一清司令员率领的晋东游击队2个支队将日军围阻在泥澄口险
关，居高临下，将日军打了个猝不及防，激战5小时，日军遭到重大杀伤。
11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多次组织突围均告失败。
是日夜，从井陉测鱼出发的日军500余人进入昔阳境内，围控泥澄口外围，与晋东游击队交火。
日军隔断了游击队与769团、独立团的联系，进入泥澄口，与被围日军汇合。
12日，日军粮草断绝，弹药供应不上，遂边打边退，沿途在水磨头、天圣庙一带不断受到八路军和游
击队的袭击，死伤累累。
　　陡泉关　　故址在今昔阳县西20公里崇家岭村西北陡泉山上，又名陡泉岭，是崇家岭和马道岭两
山对峙形成的天然隘口。
隘口扼控西去太原的必由之路，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便于潜伏。
东晋末年置关，后赵石勒攻乐平郡与箕澹大战于此。
1937年11月3日八路军在此拉开了龙门口伏击战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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