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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
医学家，其对儒学、佛学、诗歌、书法、
绘画、金石、武术、考据等无所不通，与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
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清史
稿》有传。

傅山出身官宦世家，家学渊源，曾
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
父傅霖曾任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
政绩，其父傅子谟虽不仕，但精于治
学。 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
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
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后
就读三立书院，是山西提学袁继咸的
得意门生，也是其精神人格的底色，刚
正不阿，宁折不弯。

太原地标双塔非同一时间建成，
更非一人建造。东侧文峰塔（宣文
塔）是傅山祖父傅霖携其子傅子谟建
造，9年后，第 11代晋王朱敏淳邀请五
台山福登大师扩建永明寺（即永祚
寺），历时 4 年在其西侧建成宣文佛
塔。建塔皆为“开山川之形胜，创文
运之兴盛。”

但谁能想到，文峰塔造就了清初
六大师之一，哲学、医学、内丹、儒学、
佛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武术、考
据等无所不通的全才傅山，更不能想

到，明朝并没永祚，而是在内忧外患中
土崩瓦解。1644 年，甲申之变，那一
年，傅山39岁，他写下“哭国书难著、依
亲命苟逃”，将字青竹，改为青主。十
月太原城陷，傅山携母避乱寿阳山中，
是年冬天，他到寿阳五峰山龙泉寺出
家为道。

寿阳五峰山，其山势五峰环绕，状
若莲花。位于晋中市寿阳县南燕竹镇
孟家沟村南，当地人又叫石龙山、要罗
山、风神山、龙池山。山中有清泉，倚
山筑寺，龙泉寺因而得名，初建于唐，
明万历年间成现有规模，为国内罕见
内部窑洞连环拱券、通道明暗相连、外
部檐窑层叠式建筑群，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明末龙泉寺中有道士郭静中，道
号还阳子，少喜方外之游。至华山，
遇刘姓异人授以金丹术及五雷法，故
擅祷雨，颇有灵验，名声大振，到山
西后，为寿阳龙泉寺住持。他收傅山
为徒后，赐傅山道号“真山”，二人
亦师亦友，研磨玄道，纵论时事，学
习内丹、医术及导引术。5年后，其
师羽化，傅山离开龙泉寺，回到家乡
太原创办大宁堂药店，将所学融会
贯通，发扬光大。其中导引养生法

在其整理推广下，保留下来，代代
相传。2024 年，五峰山傅山导引养
生法被列入寿阳县第七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不为良相，便作良医”，是中国古
代文人的志向和抱负，傅山便是践行
者之一。他隐居之后，以治病救人为
业，在民间有“半仙”之称，颇受晋中一
带百姓爱戴，留下许多传奇故事。所
著《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至
今造福后世。在他去世 28年后（1712
年），龙泉寺后的崇贤祠，出现了第一
尊傅山塑像。如今，在寺中第三层，供
奉的是傅山塑像。

龙泉寺中保存有傅山不少手迹，
作为书法大家，傅山既有艺术实践，又
有书法美学理论贡献。他八九岁临钟
繇，继而学王羲之、王献之、颜真
卿。20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
楷书无所不临”。在书法创作上，其
草书作品数量多，艺术价值也最高。
目前保留下来的狂草佳作，除了晋祠
博 物 馆 珍 藏 的 精 品 轴 《东 海 倒 座
崖》，就数保留在龙泉寺中的 《五峰
山草书碑》 艺术价值高。婉转遒劲，
笔画缭绕错落，形成反复重叠的圈状
线条，犹如古树盘藤，龙蛇飞动，舒适

轻快，自然流畅，堪称草书典范，是傅
山晚年得意之作。

碑文讲述他在五峰山行路坠驴，
腰腹疼痛，住在原晋王府婿郝家，为其
作书，而戏称“神符”一事。文如其人，

傅山一生放荡不羁、超凡脱俗，不甘受
侮、孤傲不逊。其书被百姓当做驱鬼
镇宅所用。寺中为复制碑，原碑存于
寿阳县文物所，太原傅山碑林公园内，
也保存有翻刻碑。

寺内建筑别具特色，是典型的北方
檐窑式道教建筑。木厦、石窟近百处，
分东西三庭，左右上下暗道相通，山门
一关，万夫莫入。其中最著名的是蓝芾
洞，据传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所题，还有
一处傅山洞，是傅山当年居住之所。

寺前有古戏台，旧时是祈雨讲经
布道场所，如今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庙会

时用来唱戏；寺北有凌泾塔，高十三
层、内空外孔、青砖八角，塔身“凌泾
塔”三字为傅山所书，取泉水清凌之意。

站在龙泉寺高处极目远眺，山峦
起伏，远处水库明镜如洗，太安古驿
近在眼前。这条连接山西与河北京
津的古官道，历代文人骚客络绎不
绝，韩愈、元好问等留下诗近百首。

傅山隐居期间，曾写诗多首，
龙泉寺门口对联：地占万空皆是水，
亭无一面不当峰，就是傅山所书，亦
是他对五峰山龙泉寺的印象写照和
情感表达。

龙泉寺中读傅山
周俊芳

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
福，关乎民族未来。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健康晋中”为目标，
把建设体育强市纳入全市“十四五”发展规划，
特别是 2024年，全市体育工作聚焦全民健康、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体育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和社会文明中的独特作用进一步
彰显，全市人民群众的体育获得感和幸福感明
显增强。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竿。今
年，全市体育工作瞄准争创全省一流这个目
标，实施群众体育提量扩容、竞技体育提质增
效、青少年体育提档升级、体育产业提速加力

“四大”行动，不断开创晋中体育事业新局面，
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晋中力量。

细处着手 群众体育提量扩容

春分时节，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公园、广场和游园人头攒动，韵律动
感的健身广场舞随处可见，步伐铿锵的健步走
大队夺人眼球，篮球场上热情似火，乒乓球台
边你来我往……全民健身的浪潮澎湃。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3.17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69名，两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一。这一良好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体育部门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全市体育场地设施提质增效、群众
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社会体育组织遍布城乡、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日益壮大，让群众满意、
获社会点赞。

今年，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推动群
众体育提量扩容。计划建设体育公园1个、乡镇
补短板工程3个，配备智能健身器材1套，室外健
身路径30条，推动“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
项目，在全市配建100张乒乓球台。引导和鼓励
市、县两级加大建设力度，合理利用城乡闲置资
源和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亲民便民的健身设施。
同时，组织全民健身设施现状调查，全面摸排设
施布局和开放使用情况，做好健身器材的更新
维护和适老化改造，把室外健身设施器材完好
率纳入县级体育重点工作，持续完善室外健身
设施管护机制。进一步盘活存量资源，继续推
动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重点突出

“全民全运”主题，结合“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
形象塑造，组织开展“舞起春潮涌”“游在仲夏
时”“悦跑秋风里”“欢乐冬雪季”四季主题品牌赛
事活动，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赛事、周周有
活动、人人可参与”的群众体育活动格局。全年
全市各级各类群众性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不少于
500场次，直接参与比赛人数超15万人，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2.9%。

提质增效 竞技体育蓄势攀峰

竞技体育，总能令人热血澎湃。

2024年，我市摔跤、柔道、武术、手球等项
目在国内大赛中表现突出。来自介休的王嘉
磊通过国家跨界跨项选材，进入跳伞跳台滑雪
国家集训队，并在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上获得
北欧两项男子团体 4×5公里冠军。在 2024至
2025全国跳台滑雪锦标赛上，王嘉磊与队员一
起获得男子超级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为山西
和晋中争得荣誉。2024年，我市申报通过国家
一级运动员36人、二级运动员495人。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年 11月份举
行，第十七届省运会将于 2026 年举行，今年，
我市紧紧围绕这两大主线，全方位对标太原、
大同等头部地市，按照提升能力、争夺资格、赛
前强化、决战决赛四个阶段有序推进备战工
作。一方面，全力备战第十五届全运会手球比
赛，力争举省市之力，最大范围调动更多资源
参与省队建设和尖子运动员培养工作，引领竞
技体育实现突破性发展。另一方面，精心打好
第十七届省运会资格赛。本届省运会，我市完
成 20 个项目的运动员注册工作，注册运动员
总数达 1441名。我市将选出一批能代表晋中
最高竞技体育水平的运动员，参加省运会资格
赛，高质量完成晋中代表团（竞技体育）各项目
队伍组建工作。期间，全市体育部门将坚决贯
彻“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原则，突出体能储备，
提升运动员综合能力，打牢夺取比赛优胜的能
力基础。

体教融合 推动青少年体育提档升级

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
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十分关键。

今年，我市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严
格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加强青少年
健康教育和干预，针对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
研究并推广运动干预方法。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推进优质体育资源进校园，选派优秀教练
员、体育俱乐部专业人员进学校指导体育课，
开展业余训练；加大学校体育教师和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教练员体育专项业务培训力度，提高
基层教练员和学校体育教师专项技能和体育
训练执教水平。进一步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建设，完善“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模式。调
动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和家庭（个人）主动投入
体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市体育院
校、普通中学、社会、个人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
养机制。

晋中市体校将发挥竞技体育主阵地和人
才培养主渠道作用，不断提升办训办学水平，
发挥好后备人才培养的示范、引领和枢纽作
用；进一步扩大横向交流合作范围，采取与省
内外体育院校合作办学等模式，与市城区普通
中学合作打造单项运动队的模式，实现资源互
补共享、共同提高发展的目的。

此外，我市以“奔跑吧·少年”主题活动为

牵引，继续办好阳光体育节、冬夏令营、嘉年华
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做
好年度青少年体育竞赛计划，项目设置与省运
会比赛项目相衔接，进一步扩大体育后备人才
选择的视野和空间，让优秀人才早日脱颖而
出。努力培育“三大球”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聚焦足球改革，大力开展校园足球活动，
完善小学—初中—高中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
努力提升足球竞技水平。

提速加力 体育产业活力强劲

体育产业是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具有资
源消耗低、产品附加值高、带动作用强等特点。

今年，我市在以往的基础上，全力推动
体育产业提速加力，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
夫。一是在发展体育赛事经济上下功夫。加
大优质赛事活动供给，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
级各类赛事，重点承办一批省级以上高水平
专业赛事，支持一批各县 （区、市） 富有地
域特色的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举办一批引领
性强、群众参与性高的全民健身赛事，培育
一批晋中传统民族体育文化项目赛事，推出
一批冰雪运动特色赛事等“五个一批”赛
事，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参赛、观赛需求。
二是在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上下功夫。加速

“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和
“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落地生根，市、县两
级体育部门结合本地特色特点，及时发布

“跟着赛事去旅行”赛事清单。承办好“2025
山西第二届城市体育活动周”活动，积极培
育体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增强
消费活力。深入推进“赛事+文旅+商贸”融
合，办好平遥、榆社两个半程马拉松，鼓励
旅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体育赛事提供
优质配套服务，拓展消费链条。三是在发展
体育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聚焦冰雪、水
上、低空、山地等引领性强的重点领域，打
造特色、培育品牌，满足多样化的体育消费
需求。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康养、科技
等融合互动，鼓励和支持各县 （区、市） 因
地制宜打造区域特色体育产业。四是在体育
安全发展上下功夫。统筹安全与发展，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为体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五是在体育对外交流宣传上下功
夫。坚持合作共赢开放战略，加大晋中体育
文化外宣力度，支持体育组织和群众团体参
与不同地区间的赛事交流活动。充分挖掘我
市体育资源，推介优秀体育旅游景区、线
路、赛事、目的地以及体育文化项目参加全
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

运动，让身体更健康；体育，让生活更美
好。让我们在体育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以满腔
热情拥抱每一次挑战，共同见证晋中体育事业
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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