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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宝兴军位于河东路沿边地带，北邻代州沿边诸寨，向南扼控通往五台

山要道。北汉时期银冶的设置，使得此地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明人顾祖禹在

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依据《九国志》所载，认为北汉宝兴军治所位于山西祁

县的团柏谷，此观点为后世学者所采用。依据存世文献和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

事实，可知北汉宝兴军治所实际位置应在五台山北麓繁峙县柏谷，位于今山西

省繁峙县伯强乡野厂村一带。北宋立国后，为避免辽人觊觎中原，执行北部边

疆边民内徙、禁止矿冶的政策，旋即将位于宋辽边界的宝兴军银矿废除，同时又

降级为宝兴寨。但因其地处北部边境，同时又扼控南下五台山要道，其战略地

位并未减弱。

·２０１·



马巍，等：北宋宝兴军治所考略

　　宋平定北汉后，以太原为中心，以代州、宁
化军、岢岚军等前线州军为据点，逐渐构建起河

东路北部沿边防线。宝兴军，北邻代州沿边十

三寨，向南扼控通往五台山要道。北汉时期银

冶的设置，使得此地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目

前学界对北宋宝兴军相关问题尚未进行专门研

究，只是有学者在相关论述中有所涉及。从现

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刘继置宝

兴军的史实进行论述，对宝兴军治所及其沿革

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北宋宝兴军

治所和冶场历史地理的考察，探讨宝兴军银矿

废除和行政建制上由军至寨等相关问题，以供

学界参考。

　　一、缘起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团柏谷”条载：

“开宝二年（９７０年），北汉主刘继元置宝兴军
于此。《九国志》：‘北汉主以僧，刘继知国

政，继游华岩，见地有宝气，乃于团柏谷置银

场，募民凿山采取，北汉主因置宝兴军是

也’。”［１］１８２２该书“北汉”条亦载：“宝兴军，盖刘

继元于团柏谷银场置，谷在祁县，即石晋败唐兵

处。”［１］２８４顾祖禹引用《九国志》观点，认为北汉

政权于祁县团柏谷置宝兴军冶银。《九国志》

以世家、列传为条目，先后记载了吴、南唐、吴

越、南蜀、后属、南汉、北汉、闽、蜀、楚等国的史

实。作者系北宋路振，初撰４９卷，书未成，张商
英又增入北楚两卷，共计５１卷。陈振孙的《直
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宋史·

艺文志》等均有著录。原书散佚，现存１２卷为
清人邵静涵于乾隆年间《永乐大典》所辑录，又

经周梦棠整理为１２卷。遗憾的是，笔者查阅现
存１２卷并未发现顾祖禹所引用的原文。顾祖
禹依据散佚的《九国志》，将“柏谷”和“团柏谷”

混淆，并未详加考证，就断然得出宝兴军治所位

于祁县团柏谷的结论。受顾祖禹影响，后世学

者多认为北汉置宝兴军于祁县团柏谷。《十国

春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中国历史
大辞典·历史地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山西关隘大观》（济南：山东画报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等工具书多引用顾祖禹之观点。

北宋行政区划为路、州（府、军、监）、县三

级。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宋平定北汉后，得
十州、三军、四十四县，其中就包括宝兴军。军

在唐代仅理兵戎，入宋后成为州级行政区划，置

于边境以防御，置于内地则为绥靖。军的地位

比州低，相当于下等州，即“同下州”，一般分为

统县州军与非统县州军两种。《续资治通鉴长

编》载：“五台当契丹界上……（北汉）又于柏谷

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北汉主取其银以输

契丹，岁千斤，因即其冶建宝兴军。”［２］１１４显然，

按该记载，宝兴军治所应位于柏谷。宝兴军位

于河东路北部缘边，北邻代州十三寨，向南控扼

通往五台山要道，东出平型关至飞狐道。北汉

时期银冶的设置，使得此地战略位置更加重要。

据《宋史》和《金史》记载，宝兴寨位于繁峙县。

清代方志中关于宝兴军治所的记载则更加统

一，认为其在繁峙柏谷而非祁县团柏谷。

柏谷与团柏谷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南辕北

辙，故其中必有一方有误。关于团柏谷的位置，

学界研究较多，已成定论。团柏谷，又称隆州

城、团柏镇，五代置。天福元年（９３６年），石敬
瑭与契丹围张敬达部于晋安寨，唐以康思立

“帅扈从骑兵赴团柏谷”增援，在此为晋军大

败，石晋遂灭后唐。宋太宗亲征北汉，太平兴国

四年（９７９年），废隆州，毁其城。团柏谷遗址在
今山西祁县北团柏村北、太谷县白城村西一带。

东圪堆和西圪堆为隆州城东、西城墙遗址，面积

约０．３平方公里，城址北半部属太谷县，南半部
属祁县。而关于柏谷的地理位置，前辈学者对

此问题关注较少，需要加以考证。

　　二、宝兴军治所考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中关于“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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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的释义主要有三条：①古地名。在今河南
灵宝西南朱阳镇，有柏谷水经此北流入河。春

秋时晋公子重耳出奔至此，始决定入翟。②古
坞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洛水南岸。坞高十余

丈，筑垒相连如锁。东晋刘裕北伐，后秦将赵玄

屯守于此。③古城名。在今河南宜阳南。北周
建筑石城，恃为绝险，后为北齐段韶所破。［３］该

史料记载并未出现繁峙县柏谷，现对柏谷位置

进行考证。政和元年（１１１１年）北宋宝兴军位
置见图１［４］。

图１　政和元年（１１１１年）北宋宝兴军位置图

《北齐书·白建传》载：“河清三年（５６４
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

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退后，敕建就彼检

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

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

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５］早在北齐河清年

间，北周杨忠部引突厥南侵，大臣白建于五台山

北麓柏谷牧马，以躲兵戎，敌人退兵后，又将所

牧之马交给当地军队。《新唐书·地理志》载：

“五台、中。柏谷有银，有铜，有铁。有五台

山。”［６］可见，柏谷，唐属五台县，出产银、铜、铁

等矿产。五代北汉政权，依附契丹，岁输大量钱

币，国用捉襟见肘，柏谷的金属资源可以解决其

财政危机，北汉第二代国主刘承钧拜五台山僧

继于柏谷置银冶炼，以供其国用。《续资治

通鉴长编》［２］１１４记载如下：

　　北汉地狭产薄，又岁输契丹，故国用日
削，乃拜五台僧继为鸿胪卿。继，故燕

王刘守光之子，守光死，以孽子得不杀，削

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为人多智，善商财

利，世祖颇倚赖之。继能讲华严经，四方

供施，多积畜以佐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

继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

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

银。北汉主取其银以输契丹，岁千斤，因即

其冶建宝兴军。

《新五代史·东汉世家》［７］亦有僧继在

柏谷置银矿的记载：

　　继，故燕王刘守光之子。守光之死，
以孽子得不杀，削发为浮图，后居五台山。

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世颇以赖之。继

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畜，以佐

国用。五台当契丹界上，继常得其马以

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

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

用，即其冶建宝兴军，继后累官至太师中

书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分析这两则史料，可知北汉僧刘继于此

冶银是确定的，且收益颇丰。宋平定北汉后，保

留宝兴军，属无县州军。《太平寰宇记》载：“宝

兴军者，本代州烹炼之冶务，刘继元割据之时，

建为宝兴军，地属五台山寺。皇朝平河东，因之

不改。”［８］宋初，杨业镇守代州，其三面临边，与

忻州成犄角之势，陆续兴建和修缮了瓶形寨、西

陉寨、土?寨等十寨，“一则要占据地利，倾覆

贼夕巢；二则亦欲招置弓箭手，耕凿种孳，使之

自卫家室，渐减戍兵”［２］１２０３５，以扼控契丹南下之

路。宋代军级建置行政长官一般称为“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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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简称“知军”。宝兴军降为寨后，设置有寨

主、监押作为主副行政长官。宋仁宗天圣年间，

因新授寨主、监押班次倒置，为防止二人不和，

同管勾河东沿边安抚司王世文奏：“‘代州界宝

兴军寨主李继忠见任右班殿直，新差监押王格

乃左班殿直，职序非便，恐致不和。望下三班

院，自今凡监押职位，须在寨主之下。’从之，仍

移王格他任。”［２］２４０２最后将新授监押王格移职

才将事件平息。《元丰九域志》载：“下，繁。

州东十里，三乡。茹越、大石、义兴冶、宝兴军、

瓶形、梅回、麻谷七寨。”［９］１６８可知，至迟在天圣

年间，宝兴军建置已降为繁峙县所属之军。

《宋史·地理志》载“繁。下。有繁、茹越、

大石、义兴冶、宝兴军、瓶形、梅回、麻谷八

寨。”［１０］由于《宋史·地理志》所载一般为宣和

末年政区，可知道至迟于宣和末年，宝兴军也改

名为宝兴寨。

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曾至五台山华严

寺真容院求法，其参释五台山路线由开封出发，

经怀州、泽州、潞州至太原府、忻州、代州、崞县、

繁峙，途经宝兴军至五台山。“（十一月）廿七

日天晴。卯三点，出繁峙驿行衙。申一点，到着

宝兴军宝兴驿。未时，始入遡山谷入军门初，始

见东台顶，感泪先落。过数里，入军门，三重城

垣如州城。军东有兴国寺下院。”［１１］据成寻记

载，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宝兴军尚有军城，并有宝

兴驿，其视线范围内可望东台顶。

五台山在宋初属代州辖区，成寻参拜全程

亦由政府接待，派士兵予以保护。宋廷重视五

台山佛教发展，多次在此祈雨，并派京官对五台

山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置代州五台山勾当寺

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事，京朝官、使

臣各一员［２］２７６６”。五台山寺院拥有大量寺庙房

舍、土地等财产。“熙宁中河东分画地界，起遣

弓箭手四十二人，请以五台山寺地处之。又令

僧每人给二顷，童行一顷，余悉以招弓箭

手。”［２］１１９６０熙宁年间，河东路划界后，也利用一

部分五台山寺属土地安置弓箭手，但因其地处

边境，敌国势力在此频繁安插间谍进行刺探。

为避免情报外泄，减少损失，宋仁宗下诏：“代

州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

籍。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

台山出家，以探刺边事，故条约之。”［２］４２８３为防

止敌国间谍渗透，新出家的童僧必须有可靠之

人做担保才有僧籍。宋仁宗宝元年间，元昊请

求派人入贡五台山，“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

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

东道路故也”［２］２８４９。西夏也频频对河东道路进

行侦查，更加凸显了此路的重要性。因宝兴军

地处宋辽边界，为防止辽人袭扰，雍熙四年（９８７
年），“禁代州、宝兴军等处民，私市北虏……犯

者论罪有差”［１２］。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河东
宝兴军、瓶形寨，更不立堡铺，令弓箭手择利住

坐耕种，分地把截”［２］６８３８，即在宝兴军招纳弓箭

手耕种土地，同时担任巡边职责。但因宝兴军

边界地区辽人袭扰的问题并未根除，崇宁五年

（１１０６年），“河东沿边安抚司上奏，瓶形、宝兴
军寨与真定府北寨相连，北人多于此越轶劫人

户”［１３］９２３８。直至崇宁年间，辽人依然一直南下

袭扰。可见，五台山在北宋是集宗教信仰、经济

财富和军事价值为一体的沿边重要地域。代州

滹沱河以北十寨一旦失守，宝兴军所扼控的柏

谷通道就是通向五台山的唯一通道，而宝兴军

正是五台山北大门，所以宝兴军寨出现三重城

门的军城也十分正常。

据笔者实地考察，成寻所载北宋宝兴军治所

遗址今位于东山底村东南约５公里、茶坊村北１
公里处北沟桥西，悬空寺遗址西南，城址位于羊

眼河河道处，海拔１４４０多米，距今已有１０００多
年历史，因河流、大风等自然因素的侵蚀与人工

干预，已倾颓殆尽。现存遗址部分已经变为耕

地，但城内仍有瓦砾、瓷片、碓臼等遗物。当地老

百姓称其为“南仰城”，概因城池的地势呈现出

南高北低之势。现存约１００米南城墙，约５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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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墙，北墙与东墙尚存轮廓。城墙多为鹅卵石

堆积，在北城墙中发现一条平铺的鹅卵石土路，

疑为古代入五台山之交通要道。成寻文献中所

载兴国寺下院，其遗址在今悬空寺后。

上述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相互印证，可知

北宋宝兴军应位于宋辽边境、五台山北麓柏谷，

而非祁县团柏谷。金于繁峙县下置宝兴镇，而

清代总志和地方志关于宝兴军方位的记载则更

加详细与统一。《（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古

迹》载：“宝兴军，北汉时刘承钧于五台柏谷置

银冶取矿烹银，后即其治建宝兴军，宋太平兴国

四年于五台山置银冶，后废。”［１４］康熙年间，山

西巡抚噶礼曾来此地实地考察，结果已经无银

可冶。乾隆时期有人提议重新开掘此地，遭到

当时知县周铭诒反对，遂罢。乾隆《大清一统

志》卷一四四《古迹》亦载：“宝兴军，在繁峙县

东南，五代北汉置，宋因之后废，五代史北汉世

家五台山僧继于柏谷置银矿，凿山，取矿烹

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寰

宇记》，宝兴军者今代州烹炼之冶务，刘继元割

据之时建为宝兴军，地属五台山寺，宋平河东因

之不改。”［１５］《（光绪）山西通志》载：“宋平河

东，因之，后省入县，为宝兴砦，仍隶代州，为下

县。”［１６］《（光绪）代州志》载：“五代唐晋汉迭有

其地，东汉又于北境建宝兴军。宋因之，并为代

州属县。金贞二年，升为坚州，元因之。明洪

武二年复改为县。”［１７］根据上述史料记载，清人

关于宝兴军治所位于繁峙柏谷的观点较为统

一，那么柏谷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光绪）繁峙县志》载：“柏谷，为今南峪无

疑，以地在繁峙之南故有今名。”［１８］２１２《（道光）

繁峙县志》载：“在县东南七十五里，入五台山

路。”［１９］２９峪口，一般是指山谷，引申之义为山谷

或峡谷开始的地方。谷，一般指两山闲流水之

道，亦指两山交界山谷处。可见，柏谷应指五台

山北麓一段绵延的峡谷地带。据笔者实地考察，

南峪今为南峪口村，现属繁峙县东山乡，海拔约

１２３１米。该村原名柏峪村，因山上多柏树，且坐
落在沟口处而得名。（南）峪口晴岚更是繁峙县

八景之一，明嘉靖年间太常卿大夫陆深曾在此作

《南峪口雨后取道上五台》［１９］２１２一诗：

　　六月萧然似
!

秋，登高重整木棉裘。

即看满涧泉初出，知是前岩雨乍收。

碧嶂旋随孤鸟没，白云长傍古松留。

幽芳一路无人采，何处三山与十洲。

可见，柏谷作为单独地名符号，至迟从北齐

时已经使用，北汉、北宋时在此设置宝兴军，明

朝更名为“南峪”。

　　三、宝兴军银矿冶场位置考

虽然顾祖禹认为北汉置宝兴军于团柏谷，

但是其并不否认宝兴军开采银矿位置在华严岭

一带，这与后世大部分学者观点相同。那么，华

严岭具体位置在何处呢？

华严岭，又称华严、华岩岭、华严山。关于

华严岭的位置，明清时期记载较为详细。顾亭

林在其《五台山记》中写道：“北台最高，后人名

之叶斗峰，有龙湫。其东二十里为华严岭，又东

二十里为东台。”［２０］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

中亦引《名山志》称“西北去（东）台十五里，有

华严岭、仙人洞”［１］１７８９。《（道光）繁峙县志》

载：“华严岭在县东南九十里，在东台西北十五

里。”［１９］３１根据以上三则材料，可大致判断华严

岭位置应处于繁峙县东南约９０里，北台东２０
里，东台西北１５里至２０里处。《（光绪）繁峙
县志》的编纂者也指出，“宝山在县东南九十

里，凿矿掬砂烧炼成银，故名华岩岭，在县东九

十里，在东台西北十五里”［１８］２１２，认为华严岭与

宝山为同一地点。

关于宝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载：“宝山，

在繁峙县东南九十里，中有南冶谷。路通直隶

平山县，旧传山产矿砂，炼之成金。”［２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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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繁峙县志》关于宝山的记载与之相同：“宝

山，县东南九十里，凿矿掬砂烧炼成金，故

名。”［１９］３１可见，华严岭与宝山同处于繁峙县东

南９０里，可能代指同一地点，亦或者两地十分接
近。而《（光绪）繁峙县志》中，对华严岭位置的

记载更为详细：“南峪口，古柏谷也。西北去县七

十里入谷十里有憨山，因梵僧而名为清凉灵迹，

又十里有宝山，宋宝兴军故地也，今名冶子场。

又南为太黄尖，古北台在焉，太黄尖之东为华岩

岭，华岩水导源其下，北流入滹沱。”［１８］２１２可见，

由南峪口入谷南行１０余里为憨山，憨山又南约
１０里为宝山。冶子场即位于宝山之东，北宋宝
兴军冶银处应为此地。据笔者实地考察，宝兴

军冶场遗址在今野厂村。之前相关地图与论著

中所提及野子场村之名有误，应为野厂村。野

厂村得名也与宝兴军有关，因其为北宋宝兴军

冶炼银矿之处，故其名原为冶场。但在流传中

最迟在清初，其已由冶场演变为野子场。据笔

者实地考察，遗址由大块鹅卵石所筑形成六级

阶地，长约３０多米，宽约１０多米，疑为北宋宝
兴军冶炼厂之遗址。在遗址南５０米范围内的
山麓，发现有编号 Ｄ１３３～Ｄ１４５的大小不等的
废弃矿洞，表明此处确实有银矿存在。华严水

流经此处，《（道光）繁峙县志》载其水“出东台

西北华岩岭底，北流经狮子坪、冶子场，循憨山

东至南峪口出山，经魏家庄南至苏家口北流入

滹沱”［１９］２１７。华严水即为今羊眼河，南峪口即

为北汉、宋初柏谷，光绪时的华岩岭即为今宝

山。故北宋宝兴军治所位于柏谷，而其冶场应

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伯强乡野厂村一带。

　　四、从银矿废置到由军变寨

北汉时期，宝兴军岁产银千斤以输契丹，其

产量应在千斤以上。然而宋平定北汉后，关于

宝兴军冶银的事迹几乎未见诸史料。《文献通

考》卷十八《征榷考五·坑冶》中关于宋真宗天

禧五年（１０２１年）的统计全国银冶有５７处，王

菱菱在其《宋代矿冶业研究》中认为，太平兴国

四年于五台置银冶，后废。《宋会要辑稿》和

《元丰九域志》中关于神宗时期银矿的统计中

也未发现河东路存在银矿。《宋史·地理志》

中亦载有各州军矿产分布信息，在其中记载产

银地９９处中也未发现宝兴军。
宝兴军冶银收入，对于河东路乃至北宋来

说都并非一笔小的财富，在宋王朝建立不久之

所以被废置，其最直接原因可能为宝兴军银资

源的迅速枯竭，但资源枯竭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发生，这种解释逻辑上并不成立。

宋初，宋辽边境战争频繁，辽军不断南下袭

扰，宋廷遂采取边境地带屯驻重军、徙边民入内

地的方式以减少损失。“先是，潘美帅河东，避

寇钞为己累，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号禁地，而

忻、代州、宁化火山军废田甚广。欧阳修尝奏乞

耕之，诏范仲淹相视，请如修奏。寻为明镐沮

挠，不克行。及琦至，遣人行视，曰：‘此皆我腴

田，民居旧迹犹存，今不耕，适留以资敌，后且皆

为敌人有矣。’订镐议非是，遂奏代州、宁化军

宜如岢岚军例，距北界十里为禁地，余则募弓箭

手居之。会琦去，即诏弼议，弼请如琦奏。凡得

户四千，垦地九千六百顷。”［２］４３１６宋初，朝廷将

边民内迁，在边境地区驻扎大量军队。直至宋

辽关系缓和后，欧阳修、韩琦等大臣巡视河东，

为解决驻边军队粮食问题，才鼓励代州效仿岢

岚军招纳弓箭手驻守边境地带。史料中虽然未

出现关于宝兴军银冶废置的直接记载，但参考

同时期河北路北寨的开发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咸平二年（９９９年），河北官员曾建议于北寨山
麓中置银矿。北寨，地处“（真定）府西北二百

里”［９］７８，属河北西路真定府管辖，紧邻繁峙县

瓶形寨。当时的河北转运使索湘，是一名久经

宋辽战争锤炼的官员，“以为召寇，亦奏罢

之”［２］３５。巧合的是，３年前即至道二年（９９６
年），索湘曾任河东路转运使，当时河东路北部

面临辽军威胁，西部则出兵陕西路围剿李继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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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基于当时战事严峻和其施政的连续性推测，

在其任内废除宝兴军银冶的可能性极大。这或

许是在宋初之后文献资料中再难发现宝兴军相

关冶银记载的直接原因。

宋廷基于当时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形势，

为防止辽国觊觎，免开边衅，在河北路、河东路

沿边州府实施禁采政策。入宋后，旋即将位于

宋辽边界的宝兴军银冶废除。银冶虽然废除，

但宝兴寨仍有一定的经济职能。《宋会要辑

稿》载有代州各堡寨商税税额，而其税额多少

可以大致反映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其中

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宝兴寨税额为二百八十贯
五百九十六文［１３］６３１８，在寨级建制中税额位居第

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繁峙县较为靠前。又

因其地处沿边，扼控南下五台山之要道，故其价

值不容小觑。

　　五、结语

顾祖禹依据散佚之《九国志》，将“柏谷”和

“团柏谷”混淆，并未详加考证，就断然得出宝

兴军位于祁县团柏谷的结论。依据存世文献和

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事实，可知北汉宝兴军治

所实际位置应在五台山北麓繁峙县柏谷。宋平

定北汉后，在河东路以太原为中心，以代州、宁

化军、岢岚军等前线州军为据点，逐渐构筑起北

部防线。为避免辽人觊觎，南下侵扰，在河东路

沿边实行边民内徙、北部边疆禁止矿冶的政策，

旋即将位于宋辽边界的宝兴军银矿废除，同时

又降级为宝兴寨。但因其地处北部边境，同时

又扼控南下五台山要道，其战略地位并未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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