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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值盛世，宁武县历史上第一部旧志整理集——《宁武旧志集成》出版了。
它的出版发行是全县抢救历史文献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社会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喜事！
　　我县历史悠久，上古为楼烦国属地，秦汉为楼烦县，北魏为敷城县，隋炀帝曾于此修建汾阳宫，
北宋及金元曾设立宁化军、宁化县、宁化州。
明代成化二年（1467）设宁武关，遂为军事枢要，后曾置宁武守御千户所、山西镇、宁武兵备道、宁
武营。
自清雍正三年（1725）设宁武府，改宁武营为宁武县，作为府治所。
民国初年废府留县，一直延续至今。
　　自古及今，代代修志。
我县虽建制较晚，但从明代到晚清亦有《宁武存征录》（现亡佚）、《三关志·宁武关志》、《山西
宁武守御所志》、《宁武府志》、《续宁武府志》和《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等六部志书，
构成了完整而翔实的地方史志文献，是有关县内历史、军事、人文、自然、经济的珍贵遗产。
　　此次由宁武县县志办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67号令颁布之《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第四
款“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精神以及省、市两级关于
《新一轮修志工作规划》的通知精神，以抢救古籍史志为己任，以发掘、整理、保护珍贵遗产，保存
历史文献为目的，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忻州市史志办和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的具体业务指
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董常保副教授数年的誉录校点以及县志办各位同仁的认真校对，终
于整理成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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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值盛世，宁武县历史上第一部旧志整理集——《宁武旧志集成》出版了。
它的出版发行是全县抢救历史文献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社会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喜事！
　　我县历史悠久，上古为楼烦国属地，秦汉为楼烦县，北魏为敷城县，隋炀帝曾于此修建汾阳宫，
北宋及金元曾设立宁化军、宁化县、宁化州。
明代成化二年（1467）设宁武关，遂为军事枢要，后曾置宁武守御千户所、山西镇、宁武兵备道、宁
武营。
自清雍正三年（1725）设宁武府，改宁武营为宁武县，作为府治所。
民国初年废府留县，一直延续至今。
　　自古及今，代代修志。
我县虽建制较晚，但从明代到晚清亦有《宁武存征录》（现亡佚）、《三关志·宁武关志》、《山西
宁武守御所志》、《宁武府志》、《续宁武府志》和《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等六部志书，
构成了完整而翔实的地方史志文献，是有关县内历史、军事、人文、自然、经济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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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旗纛庙碑》：宁武关之设几三十载，岁调太原诸卫所官军春秋赴关备御，而时训练之重地也。
旗纛所以宣扬威武，而指挥号令之所先重事也。
天下旗纛有庙而宁武缺焉，非其制也。
往昔职守者，初霜之候，咸假公宇以祀其神，非礼也。
予尝相关城之巽隅，议立庙基之而未成。
丙辰春，都指挥周英奉敕来守备，询知之，惕然不宁，乃仍旧基抡材集工，躬诣程督之。
至秋霜降落成，中堂翼翼两楹，秩秩重门，祭品，有库表识，有坊足以纵观望，而萧戎事公。
于是礼祀其神，前是弥日风沙晦冥，是夕天气晴爽，星月朗耀。
人皆谓公能知所务而礼其神，神亦能昭贶之，欣欣然诵为美事。
又阅月，介国子生宋灏微，征予以文，寿诸坚珉。
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公是举兼得之，然公职于关未久，勤于政务，修葺城堡、墩台，改设演武门
，义皆有可书而此尤其可书者，故不辞而为之记云。
　　关王庙在旧城，岳鄂王庙在旧城西门上。
嘉靖七年，都御史江公潮从守备谭铉议，请依偏头故事建儒学，设学官、弟子，制下礼部，议如卫学
，生徒无廪，增考称十年以上者得贡礼部，置训导一员。
十九年，都御史陈公讲以宁化所隶本关。
关东南五十里为闹鎏驿，军堡十一，民堡三；东为大河、为阳房、为朔宁；北为神池、为大水口、为
利民；西北为黄花岭、为土棚、为严备镇、为义井；西为宁文、为二马营；西南为宁化所、为西镇；
东南为玄岗。
边墙起王野梁至狗儿涧，东西凡二十九里。
嘉靖十二年，都御史任公洛自雕窝梁至达达墩，筑边八里二百二十步，砌以石。
十八年，虏数内犯，都御史陈公讲以关地中冲云、朔，旧边不可恃，乃偕副使王镐寻王野梁废迹修复
之。
又起阳房经温岭、大小水口，接石湖岭，北至八角堡，斩崖实土为墙，长一百八十里，有壕、有铺、
有楼、有暗门。
　　提学副使胡松记：我明之兴，太祖高皇帝奋起淮西，亲把黄钺，汛扫腥秽，其威施及百蛮。
成祖文皇帝嗣之，躬自北伐，三犁虏庭，虏遗魄余魂，兽奔鸟逝，几无孑遗。
后圣后皇对扬弗替其后，虏渐生息蕃滋，虽时时入寇挟暴。
然以二祖神灵功烈，国纪兵政，赫然有严。
加之股肱忠贞之佐，协恭于内；强御腹心之臣，捍卫于外。
国势尊强，士心豫阐，故虏有畏而莫敢深入久驻。
数十年来，国家恬于治安，人士狎于骄惰，边臣欺诞，兵政弗修，重以屡更祸乱。
当事者姑务苟安，是故庸帅懦夫怵于利害，一切为容保计，边防荡为夷壤，藩篱撤而弗缉。
虏志本贪饕，又观觇知无备，益以亡命叛人日夜从史而教诱之，始前数年侵及应、朔、云、蔚诸边州
，是时未有以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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