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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四大区域文化因子探析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遗产。迄今为止，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

篮”。山西地处华北，位于黄土高原东翼，东依巍巍太行之天然屏障，与冀中平

原相邻；南以中条、王屋俯瞰中州；西以涛涛黄河为堑，与陕西隔河相望；北偎

绵绵长城，与内蒙古毗连。历史上成

为兵家必争之地，皆以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条件。境内地形较为复杂，山地、

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形

地貌交错分布。山地、丘陵占总面积

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部分在海拔

1000 米至 2000 米之间。境内“名山

有太行、北岳、中镇、五台、芦芽、

中条、紫团、姑射、绵山、龙门、砥

柱，大川有黄河、汾、清浊漳、沁、

滹沱、桑干、涑、浍，其它崇峦支阜

暨河涧之源于山者，不可殚述”
②
。

地理条件的艰难增强了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征服自然的难度，在与

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积淀形

成不同的文化特色。结合自然地理、

历史文化、行政区划、民风民俗等

因素，我们将山西自北而南依次分

为晋北、晋中、晋东南、晋南四个区域（图 1）。这四个区域之间，在生活方式、

民间信仰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地域特色较为明显。略以物产而论，“省会人玩

细忘远，靡事蚕桑，不织纺，鲜栽植，物力安所不诎？平阳人虑大忧深，务本力

作，物产冠全晋；汾称腹里，最号繁华，罔事本业；泽潞通中州，亦称饶富；云

②
雍正《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

图 1：山西四大区域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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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绝塞，地多不毛；沁辽山郡，亦鲜异产”
①
。

一、晋北区域：佛教文化

晋北，位于省城太原以北，分布于大同盆地周围，主要包括今忻州、朔州、

大同三市。其自然与社会环境表现如下：

（一）自然地理

晋北地势显要，且与少数民族接壤，农耕与畜牧二业并作，为历代政权控制

的要地。史载：“（大同）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

藩屏，中原之保障。”
②
定襄县亦是如此，“丛蒙山峙其南，卧虎山踞其北，东枕

牛台，西拱蓝阜，牧马水前潆滹沱，水后绕襟山带河，俨然四塞之国，诚一方保

障而三关锁钥也。”
③
宁武县，“古楼烦地，南接晋阳、上党，北控云中、朔宁，

群山环峙，势若星拱。明制，宁武关设监司总戎弹压其间，后为流寇蹂躏。” 天

镇县“介燕云间，居晋极边，前代尝为兵冲”。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时

期设立了军事要镇，派重兵把守，如明代九边，太原、大同即占其二，尽管如此

也没有挡住蒙古骑兵不断南下，于世宗嘉靖、穆宗隆庆之时数次突破边防要塞，

威胁京畿。基于这样的地理特征，晋北历来战争频仍，烽火不断，给当地居民带

来了生活上的不稳，使民众的生产生活遭到巨大破坏。

（二）经济状况

晋北从地理上属高寒地区，气候不宜农业，生产艰难。土壤瘠薄，作物产量

不高，农副业较少，并无其它资产可以从事商业，在方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晋北

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作为晋北重要行政区域的宁武府，共包括四县，且“四县

之地既瘠而少田，田多在山，上无灌濯之利，故农人岁耕所获盖少，大半仰食外

谷，虽果蔬亦然，又无桑柘麻枲，故其人艰于衣食……郡既边鄙僻处，少大姓富

家，产千金以上便号为魁雄，乃嗜利孽孽，较锱铢尤甚”
④
。五台县“民多依山，

岗阜窑居，难于为业，鲜事商贾，惟力耕凿，然平畴宽衍，号称沃壤者十不得一，

余皆硗瘠，一亩获粟数斗耳。又必肩负直隶糶易，以办正赋、贸布絮焉”
⑤
，虽

然

①
万历《山西通志》，卷七《物产》。

②
正德《大同府志》卷一《形胜》。

③
万历《定襄县志》卷一《形胜》。

④
乾隆《宁武府志》，卷九《风俗》。

⑤
康熙《五台县志》，卷二《风俗·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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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至六七百里，可耕之土不过十之二三，而服贾皆在本土，无出外

者，资本既微，获利无几，合邑之所称素封，在省南不过中户，亦止寥寥

数家，此外皆资田土，无田者履险登山，石罅有片土，刨掘下种，冀收升

斗。上下或至二三十里，农工稍暇，皆以驮炭为业。炭者，石炭，似煤而

有烟，县治东北之天和山，东南之窑头山，产炭最王，炭窑计百十余处，

山路崎岖盘折，高者至数十里，民皆驱驴骡往驮，无驴骡者，背负之健者，

能负百余觔，夜半往旁午归，一路鱼贯而行，望之如蚁。其炭供本境之外，

旁溢于崞县、定襄、忻州，农民完课授衣婚丧杂费，皆赖乎此。闲民腰斧

入山，斫柴扪萝攀葛，履鼪鼯之径，蹈虺蜴之窟，负归卖于街市，易一升

粟。匠艺则多木匠，多在忻州西山，及太原汾州各县，泥瓦匠多在直隶、

正定一带，石匠旧趋京师，近年官工少，皆在本地谋生。以三晋通省论之，

生计之艰苦，至五台极矣。①

保德州“地邻边塞，去河套密迩，城廓处万山中，黄河则环绕其下，土瘠民贫，

昔定羌军地也”
②
。岢岚州“地界万山中，甚硗瘠，耕稼而外别无生理”

③
。河曲

县“地瘠民贫，力农终岁拮据，仅得一饱，若遇旱年则枵腹而叹”。即使有“耕

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

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
④
。天镇县“地临边塞，人情朴鲁，机械不生，

男务耕牧，女不纺织，天寒地瘠，春冬坐食，民多贫困”，且“奇寒酷冷，地瘠

民贫，变产难售，称贷惟艰，室家鲜保，门户罔顾，舟车商贾不通，仰事俯育无

资，故凶年难免于流离也”
⑤
。广灵县“山多无材木，水多无鱼虾，产值千金者

即推巨富，故素有穷山穷水穷财主之嘲，大抵黄羔供老疾，少者餍糟糠，瘠疲亦

甲天下矣”
⑥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众极其艰难的生活。

（三）民风民俗

进而，晋北形成了重武轻文的习俗。晋北毗邻北方草原民族，在民性方面与

草原民族极其相似。清代《山西通志》在提及大同府时说，“俗尚武艺，风声气

①
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

②
康熙《保德州志·序》。

③
光绪《岢岚州志》，卷十《风土》。

④
同治《河曲县志》，卷五《风俗类》。

⑤
以上两则均见光绪《天镇县志》，卷四《风土记》。

⑥
乾隆《广灵县志》，卷末《杂录》。



4

习自昔而然”
①
。宁武府之习俗“与缘边诸郡太抵多同者，云其山岨□阻，积凭

凌怒奰，无广川巨流以疏其郁塞，而地处高寒，四时多风，飘振劲烈，水泉淤浊，

含刚辛之性，民生其间，禀方隅之气，以少长饮食乎是，其喜怒好乐群相习焉，

而成乎自然。至于久而不能变，盖地气然也。上世虽常为州县，然反裘而衣，射

生逐猎，往往亦杂于戎虏”
②
，广灵县旧“有武健之习，民尚雀角之争，礼义夺

于囚荒，疾疴惑于巫鬼，又好气轻生，喜斗健讼，以聚众敛钱，告官告吏为办公

事”
③
，为此明代布政使李承式说：“云，北边大藩镇，其土沙瘠，其俗骄悍，军

氓杂处，号称难治。”
④

（四）文化形态

1.五台山

五台山是晋北佛教文化的代表地（图 2：台怀镇）。位于山西五台县的东北，

是四大菩萨之首文殊菩萨的道场，是由五座顶无林木、如垒似台的山峰组成。据

光绪版《五台新志》载：“五台山在县治东北一百二十里（以台怀镇言也），左邻

恒山，右接天池……道经以为紫府，內典以为清涼，上有五峰，高出云表，山顶

平广，无林木，有如累石之台，故名五台。释典相传文殊师利现化之地，即此山

也。” 五台之外，称为台外；五台之内，称为台内。台内中心区，左襟右带，犹

若怀抱，名为台怀。台怀为一盆地，东有

黛螺顶，南有梵仙山，西有寿宁峰，北有

灵鹫峰，称为台怀四峰。台怀是五台山寺

庙的集群区，中心区现有寺庙 18 座，大

部分坐落在灵鹫峰的周围，少数沿着山势

辐射出去。五台山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东

汉永平年间始建庙宇后，历经魏晋唐宋元

明清等朝代的修葺，寺院集中，如今保存

完好和重修存在的寺庙共有 40余座（《五台新志》载有 42处，《佛国圣境》载有

43处），成为我国仅有的最大寺庙群，是佛教徒和观光旅游者理想的朝圣、游览

佳境。

①
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六《风俗》。

②
乾隆《宁武府志》，卷九《风俗》。

③
乾隆《广灵县志》，卷四《风土志》。

④
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六《风俗》。

图 2：五台县台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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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晋北佛教文化的另一代表地（图 3）。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周）

山石窟寺，明代改称云冈石窟。自北魏平城建都，佛教文化便得到了迅速发展。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

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

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云冈石窟

自北魏成帝时开凿，到北魏正光年间止，大致经历了近 70年之外，石窟艺术内

容丰富，雕饰精美，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

雕凿，由一代代、一批批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它以壮丽的典型皇家

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

多方面内容。代表着公元 5－6世纪佛

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

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敦煌莫高窟、

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唐

代没有大的修建。至辽兴宗、道宗时期，

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

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

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

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

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

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①
。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

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自是，山门气象，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清顺治八

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 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

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时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

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

二、晋中区域：晋商文化

晋中，以省城太原为中心，位于汾河谷地周围，包括今太原、阳泉、吕梁、

晋中四市。距省城较近，既得“近水楼台”之利，亦为统治之重区。

①
《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

图 3：大同云冈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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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

晋中区域东依太行，西至黄河，东西部以山地为主，中部为太原盆地，以平

原为主，地势相对低平。境内河渠纵横，灌溉发达，汾河、黄河为晋中区域重要

的两条河流。

（二）经济状况

晋中是山西较为平坦之区，土壤肥沃，自古就是繁富之区，上天赐予的良好

的自然条件为其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方便，“榆次，古并州治，民物殷繁，山川

险要，旧志载之甚详，顾瞻太行，遥通秦陇巴蜀，迎送供亿之使络绎相望于道，

其地固称繁剧哉”
①
。介休县“地高气爽，土厚水清”

②
。并且有经商之传统，“古

西河地，人民繁庶，重迁徙，服商贾，颇好神而建（健）讼”
③
。“其地商贾走集，

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讼狱滋烦”
④
。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多耕织，少商

贾，健讼尚侈”
⑤
。经济的富庶使得狱讼现象大量出现。从明代中叶起，晋中商

人就已开始从事贸易贩运，史料记载，汾阳县“多商贾，喜华靡，世禄者众，知

礼者鲜”
⑥
。晋中明代属太原府，与省城相接，得省城经济与文化薰染，较其它

地区为发达之区，中部尤甚。

入清以后，晋中人大量外出经商，众所周知的晋商即以晋中商人为最，雄厚

的经济实力使其在全国政治、经济界都享有盛名。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

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

融之牛耳。睹凤山之清奇，象水之潋滟，犹令人羡慕，山川疆域之钟灵而想见当

日之胜况”
⑦
。到清代中期，尽管商业有所衰落，但其影响及其贸易总额在山西

以至全国仍处于重要位置，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中国之“华尔街”。最早对晋商研

究的学者是卫聚贤先生，九十年代以后掀起了晋商研究的高潮，一大批著作问世，

为晋商研究积累下数量众多的成果。
⑧
为我们了解晋中地区的状况提供了大量信

①
同治《榆次县志·序》。

②
乾隆《介休县志》，卷四《风俗》，引朱谢悰“清虚观记”。

③
乾隆《介休县志》，卷四《风俗》，引“祝志”。

④
乾隆《介休县志》，卷四《风俗》，引冯琦“府志记”。

⑤
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六《风俗》。

⑥
雍正《山西通志》，卷四十六《风俗》。

⑦
民国《太谷县志·序》。

⑧
具体有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 1944年版；史若民：《晋商票号史》，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年版；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

版社 1995年版；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山

西经济出版社 2001年版；毛世屏、郭锷权主编：《天下晋商》，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侯文正：《晋

中商帮兴衰史略》，《文史月刊》2006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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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故此处不多论述。商业的发达使山西商人大量走向全国各地，并建立了会馆，

由于乡梓之情的感染，加之文化休闲的需要，于是在会馆内修建戏台，将山西戏

曲传播到全国各地。
①

（三）民风民俗

境内汾河曾滋润着当地居民，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相对于晋北其地理条件

较为优越。历史悠久，从赵襄子治晋阳，历史上数次为都，为晋中积淀下了浓厚

的文化底蕴。文水县志引《龙堂记》曰：“风物繁华，英豪间出。”
②
昔阳县“僻

处一隅，地瘠民贫，故俗尚勤俭，自来以古朴称。奈人多故步自封，乐守旧而不

乐维新，善保存而不善进行，时际竞争，因循贻误，每事落人后尘，则亦风土之

弊也”。在风俗上也有献戏酬神之习俗，“人多薄于饮食衣服而丰于事神，大抵以

演剧上会为隆重之礼，无论城镇乡村，每年每村皆演神戏，或一二台或三四台不

等，又各村定期接送神驾演剧上会，縻费至数十百千，而多数人且称心得意焉，

何其诞也。知其习而遇其流，是在有心人之善为转移耳”。以上元节为例，“上元

起至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阗，里人扮演杂剧相戏，坊肆里巷、士

庶之家，于门前围石炭火焚之，名曰棒搥；火童子以硝磺治成，各色烟火烧放，

谓闹元宵，士民游观。曰：走百病”
③
。

（四）文化形态

1.大院建筑

晋中至今保存有不少晋商知名院落。著名者如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大

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图 4）等，这些院落呈四合院格局，每个院落都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是宗族和地方势力的象征。

①
参见拙文：《心灵的寄托：晋商会馆中的关帝神信仰——以清代湖北为考察中心》，收于麻国钧、刘祯主

编：《赛社与乐户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年版。
②
康熙《文水县志》，卷三《风俗》。

③
以上有关昔阳县资料均见民国《续修昔阳县志》，卷一《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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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号票号

随着山西商人财富的增多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经常远门经商，带很

多银子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金融业也发展起来，这就是“山西票号”。最早

是平遥人雷履泰创办的，总号在平遥，各地设分号。汇兑的方法，除携带汇条外，

还要有符节或飞符作凭证。因其总部在山西而得名。在清朝后期，山西商人的票

号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所设分号远到日本、俄国。山西商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的发展，不仅为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财富，而且促进了山西商业和手工业的发

展，推动了南北物资交流，为我国金融贸易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历史

上著名的商号、票号有：大盛魁商号、日升昌票号（图 5：）、蔚泰厚票号、蔚丰

厚、大德通票号、天成亨票号、合盛元票号、协同庆、六必居酱园、广升药店等。

图 4：灵石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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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精神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精神。主要表现为：贸迁四方，艰苦

创业；以义制利，崇尚信誉；商帮集团，同舟共济；应变图存，适时调整。尤其

是崇尚诚信，使得晋商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晋商也因而获利颇多，最终成为名誉

海内外的重要势力。这些精神，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在今天的山西经济发

展过程中，仍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山西票号封建色彩很浓，如一般分号经理的家属都被接到总号作为人

质。在用人上，多用要本乡本土的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共同富裕，而是若有作弊

事情发生，老板很容易找到其家属追究。同时，山西商人虽然很富，但他们没有

把更多的钱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购买土地，所以大商人都是大地主，他们

没有能够摆脱“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思想的禁锢。所以山西商人有经营

商品之精明，而无发展实业之眼光。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吸取的教训。

三、晋东南区域：古建与红色文化

晋东南位于长治盆地周围，包括今长治与晋城两市。秦时设上党郡，因此也

称为上党地区。历史上晋城与长治联系紧密，尽管分属两市，但民风相似。

（一）自然地理

图 5：平遥日升昌票号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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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南境内主要以山地为主，“潞以水名，其称上党，谓居太行之巅，地形

最高，与天为党也”，这就是将晋东南称为上党的原因。且“初置郡时，奄有潞、

泽、沁、辽之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

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东，亦环趾而处于山之外也。乃其势东南绝

险，一夫当关，万军难越；西北绝要，我去则易，彼来则难；夫非最胜之地哉！……

以其余力南下太行，可以援中州。东由磁邢，可以援赵魏。由间道，可以援平阳，

由驿途，可以援大卤，则上党常为天下之中坚，天下常倚上党为磐石，是谓国家

之重镇，可以永绝南顾忧，即曰形胜，何愧哉！”
①
充分说明了晋东南的地理特征。

晋东南境内有两条主要河流，一条是沁河，属黄河水系，主要流经长治之沁

源、晋城之大部；另一条是浊漳河，属海河水系，主要流经长治属县，其重要性

正如是说，“上党诸水，以漳为宗。况今合卫北流，直达天津。国家漕储四百万，

赖以接济，灌输其功匪细，故首列漳水，而后及其余”
②
。在多山地带，灌溉一

直是不易之事，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农业主要是靠天生产，事农极其艰难。从这

里留下的关于先民的传说亦可见一斑，盘古开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正是先

民与自然作斗争的反映。山势险峻、山多河少的现象使得上党居民生活极为艰难，

《泽州府志》载：“全居山内，土瘠地狭。”
③
刘健《屯留记》云：“其地在万山之

中，险狭而硗薄，民力田勤苦，岁获不及他郡之半，故土俗自古称纯俭，其势然

也。”
④
由于多山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土地较少，难于垦种，百姓生活艰苦。古人

很早就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感慨到：“太行居天下脊，吾陵尤据太行之

脊。地硗壤薄，旱潦皆虞。”
⑤
阳城“县居深山，民贫土瘠，稼穑尤难”

⑥
，诸多

记载都表明晋东南地理环境险恶，农业发展受地理条件影响较明显。

（二）经济状况

上党商业在三晋之地处于一般地位，既有促使其商业兴盛的一面，也因各种

各样的条件使得商业的发展极为缓慢。赵世瑜先生在一篇专论泽潞商人的文章中，

指出了近年来晋商研究的局限，并提出应加强对泽潞商人的研究。
⑦
为进一步研

①
以上两则均见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天文志·地理三·形势》。

②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天文志·地理二·山川》。

③
雍正《泽州府志》，卷十《形胜》，引［唐］杜牧之“泽潞用兵书”。

④
乾隆《潞安府志》，卷八《风俗》。

⑤
《重修池下外埠济渎庙真泽宫碑记》，摘自晋城市地方志丛书编委会：《晋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7页。

⑥
同治《阳城县志》，卷五《赋役·风俗》。

⑦
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中的明清泽潞商人：兼及晋商研究的新思路》，发表于《史学月刊》2006年第

10期，后收入《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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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泽潞商人指明了方向和视角。

晋东南居民事商的传统由来以久，史料记载说：“长治，潞浩壤邑也，俗善

商贾。”
①
高平县“四郊东务农，西服贾”

②
。泽潞商人的出现，从发生学角度讲，

首先是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险峻而多的山地给

上党农业发展带来了阻碍，却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以铁

矿和煤矿而著名。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 32 州县，晋东南即有晋城、长治、壶

关、高平等州县，“铁,平定、吉、朔、潞、泽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

台、临汾、洪洞、乡宁、怀仁、孝义、平遥、壶关、高平、阳城俱有冶坑，惟阳

城尤广”
③
。在阳城的白巷里，冶铸炉火遍布，夜间明亮烛天，照得一条山沟如

同白昼，人称“火龙沟”。同治年间的《阳城县志》也记载道:“铁，近县二十余

里山皆出矿，设炉镕造，冶人甚夥，又有铸为器者外贩不绝。”
④
天顺年间，阳城

县“铁冶甚多，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
⑤
。煤矿亦如此，举国著名的沁水煤

田即在晋东南境内。《明一统志》也提到泽州、高平、阳城等地产煤的情况。

丰富的铁矿为冶铁业带来了机遇，于是在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著名的铁货贸易

之地，如长治县荫城镇。晋东南的铁货远销蒙古等地，成为晋商早期起家的重要

原料。潞绸的兴起也成为上党商业发展中重要的一笔，潞绸兴起于明朝，由于色

泽精美，成为贡品，因此有“南松江，北潞安”之称，潞绸在明朝风行一时，远

销全国各地，只是到清朝入主中原后，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才逐渐衰落下去。

从商业位置而言，泽潞成为太原、蒙古南下中州的必经之地，泽潞商人在这

条商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到明代中后期，商业兴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与这种大背景相适应，泽潞地区在商业界开始崭露头角，其足迹逐渐远达大江南

北，明人张瀚说：“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

末。”
⑥
于是商人将本地的名产贩运到外地行销，同时运回各地物产以满足本地人

民的生活所需。上党地区的潞绸、潞锅由于质地好，做工精良，受到蒙古人民的

欢迎，“大同十一州县军民铁器耕具，皆仰商人从潞州贩至”，如果禁绝，人民的

店 2006年版。
①
［明］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十一《明正人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公墓志铭》。

②
雍正《泽州府志》，卷十一《风俗》。

③
成化《山西通志》，卷六《土产》。

④
同治《阳城县志》，卷五《赋役·物产》。

⑤
《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天顺五年六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1962版，第 6774页。

⑥
［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年版，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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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要受到制约。
①
在北京经营铁货的多为潞安商人，商人将上党地区的铁货、

潞绸等其他物品“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
②
。因此明人沈思孝说，“平阳、泽、

潞商人非数十万不称富”
③
。

（三）民风民俗

上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了这一地区特殊的民风，祷雨之事成为当地百姓

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晋东南的信仰与祭祀，史籍中记载颇多。“上党之俗，

质直好礼，勤俭力穑，民勇于公役，怯于私斗，自昔称为易治。然独丰于事神。

凡井邑、聚落之间，皆有神祀，岁时致享其神。非伏羲、神农、尧、舜、禹、汤，

则山川之望也。以雩以荣，先穑陲畷皆于是奔走焉。岁正月始和，农事作，父老

率男女数百人会于里中祠下，丰牲洁盛，大作乐，置酒，三日乃罢，香火相望，

比邑皆然。至十月农时毕乃止，岁以为常。”
④
祷雨之事便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

基于以上情形，冯俊杰先生对晋东南地区祀汤之事说道：“只因太行一带十年九

旱，人们宁愿就此故事（指商汤祷雨之事）而发生，遂渐渐淡化了汤祭之纪念性

质，而强化其宗教功能。”
⑤
从冯先生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晋东南之地天旱严重，

历来就有祷雨之俗，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

为了祷雨，修建庙宇便成为民众公共活动的一项内容，在大山、在乡村、在

城镇，大大小小的庙宇成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阳城县“白涧岭，县西四十里，

上建汤庙，获泽水出其下，东距汉获泽故城十里，东麓有庙，即郡志所谓获泽灵

源祠，祷雨辄应，每初夏赛神，甲于西乡”
⑥
。除此还有各种各样的龙祠，即龙

神庙，“无里不建，在北崦山最著，……祷雨辄应”
⑦
。在文人的作品中对这种现

象作了描绘与记述，“麦槁禾焦压火云，引觞潜祷五龙神。君能借我青騌马，倾

倒天瓢济此民”
⑧
。

为了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心灵，往往要给龙王或其它主管降雨之神灵演戏，在

盛大的祭赛之日就增添了演戏活动，并成为祷雨祭赛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祭祀时

还有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如斩旱魃、跳监盏等。史载：“赛社迎神断无不洁之

①
《明孝宗实录》，卷一七八“弘治十四年八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1962版，第 3288页。

②
顺治《潞安府志》，卷一《地理》。

③
沈思孝：《晋录》。

④
道光《壶关县志》，卷九《艺文志》。

⑤
冯俊杰：《戏剧与考古》，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5页。

⑥
同治《阳城县志》，卷三《方舆·山川》。

⑦
同治《阳城县志》，卷四《方舆·坛庙》。

⑧
乾隆《高平县志》，卷十八《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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粢盛，祷雨祈年尤深严肃。每岁仲春，各里人民向析城、崦山换取神水，仪从縻

费不能枚举，亟当酌而裁之”
①
。经常性的祷雨祭赛之事又成为他们重要的一笔

开支，因此地方官员不得不对此现象予以提醒。

（四）红色文化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导致上世纪晋东南承担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

使命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晋东南便成为重要的根

据地之一。国共合作之后，八路军总部长期建立于此，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

中枢。在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一道道命令发向各地，动员全国民众投入抗战的

洪流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抗战精神的影响下，太行儿女英勇参战、

保家卫国、发展生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关家垴之战、长

乐之战、神头岭之战等等名震中外，一批批太行儿女血洒战场，带动了更多的人

们投入战斗。除此，还有后方民众的生产，养活着总部机关人员与数十万军队。

抗战结束后，一批批干部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这些精神是晋东南区域独特

的精神写照，是最能代表当地文化特色的因素。至今留下了许多值得人们纪念与

瞻仰的红色遗址。

（五）文化形态

1.古建

晋东南目前保存下来数量众多的古代建筑——庙宇、民居、村落、市镇。据

统计，山西现有国保单位 452处，全国居于首位。国家级传统村落 545个，全国

名列前茅。其中晋东南（长治、晋城两市）有国保单位 131处，占全省约 30%，

国家级传统村落 229处，占全省 42%。成为古建、民居、村落研究者的重要地域。

代表有：平顺天台庵、龙门寺（图 6）、泽州青莲寺、武乡八路军总部旧址、泽

州大阳镇、天井关村等。

①
同治《阳城县志》，卷五《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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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是太行精神的具体体现。这里向人们展示了八路军发展壮

大的历程，展示了民众为抗战捐赀捐粮的踊跃精神，展示了太行儿女为抗战做出

的一个又一个牺牲，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的豪迈斗志。

无数的八路军干部、将军在这里留

下了他们艰苦、卓绝的记忆。

3.抗大一分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新形式

需要，边区决定成立抗大一分校（图

7），为根据地培养干部。经过组织

动员，抗大一分校迅速成立，全校

教职工及全体学员共计 3000余人。

1939年 1月 3日，这一支队伍踏上

了征程，从陕北来到太行，经过一

个多月的行军，到达屯留故县一带。

2月 23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八路

军副参谋长左权专门做了重要报告。

抗大一分校前后共三个支队九个营，

分别防在附近的东古、崔蒙、东旺、

图 7：屯留抗大一分校旧址

图 6：平顺龙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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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旺等村。其中专门成立一个女生队，驻在附近岗上村。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受

战局影响，学校转移到了壶关县神郊村。不久，离开山西进入山东。抗大一分校

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著名的女生分队干部齐心等同志对此记忆犹新，

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那些曾经战斗过的地名。如今，岗上村已经成为红色教育基

地。

4.遍布各地的红色遗址（仅以黎城县为代表）

黎城县重点红色遗址共计 150 村 558 处，名录如下
①
:

序号 红色村落 红色遗址

黄崖洞镇（20 村 86 处）

1 南 山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训练基地

2 下赤峪 八路军总部第一个复装子弹厂旧址，军工部干训队旧址

3 上赤峪 军工部旧址，黄崖洞保卫战旧址，黄崖洞兵工厂旧址，黄

崖洞烈士陵园，八路军军工纪念馆

4 上 河 军工部整风旧址，军工部实验所旧址

5 赵 姑 军工部旧址，军工部政治处北庄旧址

6 上 峧 军工部修枪所旧址，卫生所旧址

7 西 头 太行工业学校旧址

8 南 陌 冀南银行鉴定科旧址，华北人民银行完成科旧址，人民银

行完成科旧址，人民币诞生地，冀南银行制版试印发行处

旧址，冀南银行路东行成立出发地。南陌惨案旧址

9 东崖底 冀南银行发行处旧址，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旧址，地雷战培

训会旧址，太行中学旧址，太行陆军中学旧址，小南山彭

德怀 1942 年 5 月反扫荡突围地。冀南银行印钞厂旧址，黄

崖洞保卫战彭德怀指挥所旧址，媵代远、杨立三、邓小平

和后勤部机关洞山开荒地

10 四方山 彭德怀、刘鼎 1942 年 5 月反扫荡突围纪念地，太行联中开

荒地

11 寺峪峧 黄崖洞保卫战寺峪山交战斗旧址

①
成果来源：历史 1502班李亚丽等同学山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赵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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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 寨 冀南银行总行旧址，冀南银行纪念馆

13 西 村 八路军医院旧址，太行山白求恩和平医院旧址，八路军烈

士墓地。冀南银行总行筹备处霍家庄旧址，冀南银行训练

班旧址，小谷钻印钞队旧址，冀南银行印钞三队石泉旧址。

黄崖洞保卫战左权将军小寨岭指挥所遗址。欧致富长女欧

乃巧寄养地

14 白寺峧 军工部旧址，冀南银行印钞厂旧址，薄一波旧居。

15 佛崖底 八路军总部文件资料秘密珍藏地，八路军防御碉堡。

16 看 后 八路军复装枪弹厂旧址，太行工业学校旧址。朝鲜义勇队

旧址。王家山战斗旧址，烈士墓地。

17 清 泉 新华书店旧址，华北书店（三联书店）旧址，新华书店印

刷厂旧址。朝鲜义勇队旧址。太行首届文化人座谈会旧址，

赵树理旧居。李有才板话原型王栓玉旧居，《小二黑结婚》

首演地。军工部仓库旧址。冀南银行印钞所旧址，冀南银

行银库旧址。黎明剧团创始地。

西井镇（36 村 159 处）

18 源 泉 新华造纸总厂旧址，八路军鞋袜厂旧址，八路军化学厂旧

址，晋冀豫边区青总第一届儿童会议旧址，华北财经学校

九队、十队旧址。新一旅惨案及烈士墓地，源泉惨案旧址。

19 石背底 太行造纸总厂旧址，漳北纸厂旧址。五专署“扳倒盅”酒

厂旧址。

20 五十亩 八路军粮库旧址，五十亩惨案旧址，边区政府医院旧址。

八路军油库旧址。

21 霍家窑 地雷战纪念碑。

22 源 庄 漳源纸厂旧址，源庄战斗遗址。

23 樊家窑 八路军抗洪纪念碑，劳动英雄石寸金旧居。

24 朱家峧 皮定均旧居，129 师特务团团部旧址。黎城抗战二高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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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寺 底 刘伯承旧居。

26 东骆驼 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刷所旧址。

27 北河南 华北财经学校旧址。

28 后贾岭 386 旅旅部旧址，129 师大槐垴开荒旧址，黄镇旧居。

29 南委泉 129 师师部旧址、生产部旧址、军法处旧址、锄奸部旧址，

新华书店旧址，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旧址。南委泉阻击战

旧址，磁武涉林反顽斗争指挥部旧址。黎北县政府旧址。

朱德旧居、彭德怀旧居、邓小平旧居、刘伯承旧居。

30 北委泉 八路军总部利华制药厂旧址（麻醉剂诞生地）。1943 年黎

城民兵反扫荡北脑滚雷战旧址。

31 杏树滩 随营学校旧址。印染厂、被服厂旧址

32 下黄堂 刘伯承旧居。129 师第三卫生所旧址，汉斯.米勒旧居。八

路军烈士榆树坪、马庄沟墓地。

33 上黄堂 八路军军工部白布礁化学厂（硝化棉火炸药诞生地）旧址，

百团大战谭村会议旧址，八路军总部苍石留军事会议旧址。

129 师政治部大生产开荒地，129 师锄奸部旧址。八路军医

院旧址，八路军被服厂仓库旧址。八路军塔洼烈士墓地。

1943 年 5 月 129 师师部反扫荡突围地。

34 宽 嶂 冀南银行印钞一队上清茶旧址，印钞二队磨石旧址，冀南

银行金银仓库旧址，资财保卫战旧址，烈士陵园冀南银行

防御公事旧址。冀南银行印刷一所油娄沟旧址。八路军总

部特务团二营旧址。

35 漆 树 冀南银行印钞队漆树旧址，冀南银行漆树仓库旧址，冀南

银行印钞队二沟旧址，冀南银行印钞队木口旧址，冀南银

行印钞队垄西沟旧址。八路军医院垄西沟旧址，垄西沟烈

士墓，八路军烈士追悼会遗址。朱德、彭德怀、左权、钱

信忠旧居。漆树兵工厂旧址。

36 麻池滩 麻池滩战斗旧址，刘伯承之女刘华北寄养地

37 仟 仵 八路军总部旧址，仟仵垴彭德怀左权反扫荡突围地，薄一

波、杨秀峰避难处。野战医院旧址，关家垴战斗龙王庙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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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墓地，八路军烈士西疙梁、南战口、仟仵脑墓地，太

行军区妇女大队长韩夏月墓地。129 师被服厂、印染厂旧

址。

38 新 庄 八路军卷烟厂暖岩寺旧址，八路军总部电台、交通站旧址，

刘邓总机班旧址。破袭战会议旧址，边区会议旧址。129

师上黄崖、中黄崖、下黄崖屯兵地。八路军三女跳崖殉难

处。八路军被服厂、皮革厂、肥皂厂、印染厂旧址，八路

军后勤部藏粮洞。金家岩八路军医院旧址，东西鸟水八路

军烈士悬葬地。

39 牛 居 彭德怀旧居，杨秀峰旧居，八路军野战医院二所、三所旧

址，八路军七亩地、一亩地烈士墓地。

40 车 元 马虎寨女八路跳崖殉难处。

41 南港沟 抗大总校文工团旧址，八路军子弹厂旧址，南港沟惨案旧

址。

42 南桑鲁 129 师师部旧址，响堂铺伏击战指挥部旧址，朱彭刘邓接

见南下支队反顽斗争旧址。徐向前旧居、刘伯承旧居、邓

小平旧居。

43 北桑鲁 抗大总校旧址，抗大卫生队旧址。1940 年彭德怀为抗大学

生、炮兵团、美国友人讲话旧址。

44 后 寨 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遗址，129 师印刷所旧址。

45 下 寨 抗战三周年纪念塔，抗日英雄刘铁梁黄崖洞保卫战中心工

事班班长纪念碑。

46 杨家洼 八路军总部小豆洼旧址，彭德怀、浦安修旧居，左权旧居。

彭德怀九龙山反扫荡指挥所旧址。

47 西 井 八路军总部旧址，北方局高干会议旧址。朱德、罗瑞卿、

媵代远、徐向前、刘鼎旧居。冀太联办成立地，太行公安

总局旧址，冀南银行成立地，冀南银行金展会旧址，八路

军总部后勤部旧址，冀南财经学校旧址，抗大一分校东进

山东出发地。

48 东 井 129 师太行山首次阅兵地，129 师修械所旧址，冀太联办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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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旧址，冀南财经学校旧址，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驻地。

49 岭 头 冀南银行印钞厂旧址，军工部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旧址。

50 岩头岭 劳动英雄王同会旧居，八路军炮弹仓库旧址。

51 北 坡 129 师军需仓库旧址。野战医院旧址，八路军烈士墓地。

52 彭 庄 八路军军工部彭庄子弹厂（原装子弹诞生地）旧址。野战

医院、随营学校、粮库旧址。关家脑战斗晒布崖烈士墓地。

邓琳寄养地，八路军教养园旧址。

53 背 坡 129 师制药厂旧址。

54 卜 牛 八路军炸弹厂（指南针、燃烧弹、烟幕弹、定时炸弹诞生

地）旧址，冀南银行印钞分厂旧址，炸弹厂烈士墓地。

55 谷堆坪 小斗掌烈士墓地，外洼烈士墓地，八路军斗掌炸药厂旧址、

炸弹库旧址，斗掌惨案发生地。

56 和尚坟 129 师政治部开荒地，决死队五指沟开荒地、决死队惨案

发生地。八路军粮库。

洪井乡（18 村 64 处）

57 李堡 邓小平、蔡树藩旧居，129 师政治部旧址。黎城公安局旧

址。

58 北社 北方高干会旧址，129 师师部日址，黎城抗日政府旧址。

黎城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地，1941 年 12 月反扫荡祝捷

大会旧址。朱德旧居、刘伯承旧居、杨秀峰旧居、李雪峰

旧居。取缔离卦道斗争地。黎城县烈士陵园。

59 庄头 刘伯承旧居，抗日英雄康老虎护弹洞，129 师野战医院旧

址，八路军无名烈士墓地，八路军庄头酒厂旧址。

60 烟子村 129 师特务团旧址，烟子战斗旧址。

61 白云 129 师特务团团部旧址，皮定均指挥所旧址、皮定均旧居。

62 山遥头 黎城抗日民主政府看守所北信旧址。

63 吴家峧 抗大总校医院，抗大烈士幕地。八路军粮食仓库。

64 洪井村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彭德怀反扫荡指挥所旧址，黎城公安局

惨案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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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横岭 横岭阻击战旧址。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旧址。

66 石桥背 抗大战斗遗址。

67 长畛背 长畛背战斗遗址。

68 柏官庄 太行陆军中学旧址，黎城抗战一高旧址，关帝庙“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标语。

69 王家庄 八路军兵站旧址，抗大总校医院旧址，王家庄造枪厂旧址，

太行联中旧址。董桃气模范互助组纪念地。太行毛纺厂旧

址。

70 黄草辿 八路军锄奸部旧址。烈士墓地、八路军粮库旧址、县抗日

政府旧址、看守所旧址。

71 鸽子峧 抗战建国学院旧址

72 孔家峧 八路军总部日址，北方局旧址，129 师师部旧址。新华日

报旧址。烈士墓地。

73 曹庄 横岭阻击战曹庄战斗遗址，三十亩伏击战曹庄战斗遗址。

一兵站、二兵站址。彭真旧居，抗大总校旧址、烈士墓地。

74 三十亩 三十亩伏击战旧址，峧口滩阻击战旧址，八路军烈士墓地。

黎侯镇（22 村 72 处）

75 城南 黎城抗战―高旧址，西顶山战斗旧址，黎城县首届纺织培

训班旧址，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黎城县第一届群英

会旧址。

76 古县 杨尚昆旧居，129 师特务团反扫荡战斗旧址。

77 李庄 129 师轮训队刘邓动员讲话旧址，黎城票印刷所旧址，兵

工厂旧址。

78 孟家庄 孟家庄战斗旧址，太行联中旧址，黎城抗战一高旧址，解

放太原壁画，决死三纵队木炭厂旧址。

79 下桂花 129 师师部旧址,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旧址。 决三纵队司

令部旧址，董天知追悼会旧址。

80 上桂花 抗日英雄段铁成旧居,韩八贡桥反扫荡战斗旧址。

81 乔家庄 129 师师部旧址,129 师黎城整军会议旧址。朱德旧居、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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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旧居、刘伯承旧居、邓小平旧居。

82 赵家山 朱德阅兵旧址,129 师特务团团部旧址。抗战壁画。

83 麦仓 129 师政治部宣传部旧址,《抗日先锋报》编辑部旧址。朱

德视察 129 师黎村整军旧址。邓小平旧居。

84 南村 董天知烈士初葬地。太行区合作英雄赵起仓纪念碑。

85 东洼 晋冀鲁豫东洼兵工厂旧址。

86 南桥沟 386 旅旅部旧址,陈赓旧居。

87 望壁 115 师 688 团望壁战斗旧址。

88 下村 浦安修旧居,耿希贤旧居,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抗战资料陈

列馆。

89 董壁 抗大烈士墓地,川军烈士墓地,129 师先遣队司令部旧址。

90 东关 八路军总部兵站旧址,民族英雄谢好礼旧居,刘伯承、汪荣

华旧居,邓小平旧居。

91 城内 上党战役指挥部旧址，黎城独立团纪念馆。仓谷园惨案旧

址。黎城县委成立地,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地。

92 西关 黎城县烈士陵园。129 师强攻黎城战斗纪念地，129 师地道

战旧址。

93 北坊 黎城首届党员培训地,黎武枪械所旧址,黎城县牺盟分会旧

址。

94 仁庄 晋冀鲁豫东洼兵工厂仁庄分厂旧址,胜利军粮站旧址。

95 宋家庄 刘伯承 1942 年五月大扫荡突围地,解救美军飞虎队队员旧

地,抗大农垦总队第四、五队驻地旧址,129 师修械所旧址。

新一旅旅部旧址。杨尚昆旧居,赵树理旧居。

96 坟岐 小庙岭 1942 年刘伯承反扫荡突围地,川军东阳关阻击战右

翼阵地。

上遥镇：（26 村 92处）

97 寺底 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旧址。

98 东柏峪 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旧居。新一旅二团团部旧址，新一

旅二团 1942 年 5 月反扫荡战斗旧址。造枪所旧址，民兵李



22

三秃机智杀敌处，上干队旧址。

99 西柏峪 小平桥,秀峰桥。

100 六洞 四区造枪厂旧址。

101 郎庄 合作英雄郎凤标纪念碑,郎庄惨案旧址,抗日英雄粟树堂纪

念碑。

102 大寺 385 旅 769 团团部驻地。129 师师部旧址。黎城县四区区公

所旧址。

103 中庄 八路军总部后方医院广志山旧址,1943 年五月彭德怀率八

路军总部突圈广志山纪念地,广志山战斗烈士纪念亭。国共

抗战烈士老君殿坡墓地,八路军烈士石灰窑墓地,八路军烈

士庙后坡墓地,八路军烈士大天池墓地,八路军烈士棠梨坪

墓地。

104 古寺头 黎城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旧址，769 团卫生队旧址。

105 东社 省贤桥。

106 西社 纺织厂旧址,129 师特务连血战五阳岭烈士纪念碑。

107 正社 129师师部旧址,386旅旅部旧址,129师随营学校旧址,129

师卫生队旧址，129 师贸易局旧址,129 师熬硝厂旧址。皮

定均旧居。刘伯承旧居、邓小平旧居。

108 上遥 八路军总部旧址,杨十三墓遗址,伯承桥。129 师卫生队旧

址,八路军财金管理仓库旧址,129 师首俘日军关押地。朱

德旧居。

109 吴家庄 八路车卷烟厂、草帽厂、兵工厂旧址。

110 河南 八路军总部旧址,强渡漳河旧址。决死一纵河南阻击战旧

址,八路军总部晋东南作战参谋培训会旧址,神头岭战斗缴

获日军战马圈养地,日军标语侵华罪证。

111 杨家庄 129 师师部旧址,神头岭伏击战指挥部旧址。

112 石板 朱德警卫团旧址,朱德旧居。石板区公所旧址。

113 前岭 总部特务团欧致富广志山战斗指挥所旧址,广志山战斗旧

址,八路军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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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西下庄 八路军被服厂旧址。

115 岚沟 八路军被服厂、鞋工班、染房旧址。八路军青年学校旧址,

野战医院旧址,烈士墓地。太行工业学校旧址。朱德旧居。

116 平头 八路军炸药厂、地雷厂旧址,平头反扫荡阻击战旧址。朱德

旧居。

117 后家庄 抗大一分校旧址,八路军纺织厂、军火仓库旧址。

118 上马岩 八路军总部供给部旧址。军火仓库旧址。

119 阳和脚 129 师修械所旧址,八路军团长谢家庆墓地。朱德旧居。

120 龙洞沟 八路车总部野战制药厂旧地《柴胡针剂诞生地》,1943 年

刘、邓突围胜利地。

121 葫芦脚 八路军总部供给部旧址,修械所军火仓库旧址。

122 阳坡 八路军被服厂旧址,八路军人洞棉花仓库旧址,印染厂旧

址。

停河铺乡(10 村 45 处)

123 靳家街 解放军官教导团,129 师骑兵团整军旧址。

124 元村 长江支队黎城纪念馆,129 师骑兵团团部旧址。抗战地道遗

址。李达旧居,汪荣华旧居。

125 大停河 抗大旧址。

126 七里店 第二次反九路围攻七里店战斗旧址。

127 停河铺 344 旅开辟冀南动员大会旧址。长邯大道破袭战纪念碑。

128 霞庄 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抗大总校、抗大卫生队、北方

局高干会议五龙庙旧址,太行山剧团旧址,野火剧社旧址,

解放军官教导团驻地旧址,北方局高干会纪念广场,386 旅

司令部旧址,纺织英雄李秀莲旧居。

129 西黄须 解放军官教导团将校队旧址。新一旅旅部旧址，韦杰旧居,

唐天际旧居。抗大六分校旧址。上党票、黎城票印钞厂旧

址。686 团团部旧址，,胜利报社旧址，晋冀豫区党委机关

旧址,北方局高干会议报到处旧址,抗大文工团旧址，新一

旅阅兵旧址。朱德、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皮定均旧



24

居。太行军政委员会诞生地。

130 苏村 解放军官教导团驻地旧址。

131 岭底 新一旅二团 1942 年 5 月松树山反扫荡战斗旧址。

132 子镇 129 师师部,抗目军政大学后勤部。

东阳关镇(15 村 35 处)

133 东黄须 解放军官教导团旧址,129 师随营学校旧址,南下大别山纪

念馆，新一旅旅部旧址。神头岭战斗黄须伏击战旧址，玉

石桥战斗旧址。

134 西长垣 解放军官教导团旧址。

135 东长垣 解放军官教导团旧址。

136 枣镇 朱德、刘伯承,邓小平旧居。129 师随营学校旧址。129 师

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前出击平汉线、正太线动员誓师大会

遗址,邓小平首赴南宫组建冀南抗日民主政府出发地。“刘

邓木桥”旧址。

137 长宁 飞机场旧址,川军东阳关阻击战大登崖垴战场旧址。七六九

团团部旧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开荒地。太行军区司令部

旧址。李达旧居,邓小平旧居。李时哉旧居。

138 东阳关 史纪言旧居、杨焦圃旧居。

139 香炉峧 1942 年 5 月刘伯承反扫荡突围地,新一旅开荒旧址。

140 小口 响堂铺伏击战皇后岭遗址,川军东阳关阻击战纪念碑。

141 岭西 响堂铺伏击战 772 团指挥所马家洼旧址。

142 西庄 川军东阳关阻击战当当山遗址,响堂铺伏击战战役展开、撤

退地。

143 后峧 川军阳关阻击战防御阵地。响堂铺伏击战后狄峪徐向前指

挥所旧址。朱德、卫立煌、李家钰等国共两党 30 名高级将

领观战地。

144 龙王庙 川军东阳关阻击战遗址,东阳关大捷(响堂铺战斗)烈士墓

地。

145 秋树垣 响堂铺伏击战奔赴战场、战役撤退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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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榔坡 陈赓旧居。

147 前贾岭 黎城县委机关保卫战旧址。

程家山乡(1 村 3 处)

148 暴家脚 暴家脚战斗旧址,烈士墓地,营救美军飞虎队遗址。

西仵乡(2 村 4 处)

149 赵店 “日军永久驻兵”标语侵华罪证,强攻黎城阻击战旧址,赵

店惨案纪念地。

150 东旺 杀敌英雄王殿臣旧址。

四、晋南区域：根祖文化

晋南，古称河东
①
，历来是山西人文荟粹之区，经济富庶之地。明代称平阳

府，清代雍正以后包括蒲州府、绛州、吉州、隰州、解州。

（一）自然地理

境内有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四周为高山所环，气候较热，北以绵山与晋中

相隔。晋南地处三山一河之间，三山指吕梁山、太岳山、中条山，河指黄河，正

处于黄河“几”字形的拐弯处。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这里成为山西一块较大的

平原地区，境内河流主要有汾河、涑水，浇灌着河东大地上的沃土。上天的青睐

赋予了河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里成为上古时代的文化中心。《史记》中

即有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的记载，使得晋南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

地之一。前人对此称赞说：“解在古为尧、舜、禹畿内地，沐圣人之化最早，故

其民质实朴拙，动遵礼教，读《葛履》、《彼汾》、《桑者》、《伐檀》诸诗，有位之

君子皆廉俭贞洁，束身自爱，无务外徇人之私，上既如此，下亦化之，其风俗之

美自昔而然，故淫纵之风，比他邑独少。”
②

（二）经济状况

河东地处平原，土壤肥沃，水流丰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成为山西人口众多之区。辽阔肥沃的河东盆地为河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厚

的地理条件，历史上河东就是农业的盛产区。

①
不过“河东”之名在历史上所指并不固定，广义上指山西，主要是在唐代以后。顾炎武《日知录》中称：

“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

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卷三十一）狭义上指今运城与临汾两地，主要依据是秦时设

河东郡，大体相当于此位置。
②
民国《解县志》，卷四《物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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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盐湖使这里成为全国著名的盐场。宋时成为全国的食盐集散地，明代

的开中法，更是给河东以极大的刺激，通过运输军粮，造就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

商人。言如泗在《安邑县运城志》序中说，“鹾海雄于全晋，专治实在运城，事

详运司、盐法两志中。运城何复有志？且志安邑矣。运城何别有志？盖运城之为

地也，商通三省，人集五方”。因此在运城设有行政机关进行管理，“运城，安邑

之路村也，地逼盐池，富商云集，巡盐察院与盐运使均驻节于此，因为财赋重地，

甓甃坚城以严保障，其间商民错处，一切编户保甲大小狱讼，悉于安就理焉”
①
。

正因为有盐池之利，故而运城在清代已成为一大都会，并由此导致奢侈之风的盛

行，方志记载说：“运城，右解梁，左安邑，观解安之风俗即可概运城之风俗，

惟是地濒鹾海，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闤闠之夫率趋盐利，

握算傭工，不务本业。至安邑缙绅，运城居半，或以科第奋迹，或以赀郎起家，

是亦晋省一都会也。于是商民相习成风，贫富相耀成俗，乘坚策肥，争奢斗靡，

迩来盐筴稍差，积习沿旧示俭示礼，将蕲进乎唐魏遗风，当不仅守令责也，先从

守令始。”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物产”条下又说，“运治物产，盐为大，合两

池所出，以供三省所需，美利溥矣，余与解安大略相同，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

珍瑰罗列几于无物不有，是合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无庸侈陈，转滋掛漏”
②
。

在《解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查解县夙以商务著称，前清时代河南、陕西、

本省皆来解会买货。”
③
便利的交通（插图 2④

）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古往

今来，太原以南入陕西以至西北，河东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从临汾到风陵

渡，成为山西一大交通动脉，从晋东南往西入秦，也不得不从此经过。故有人称

赞道：“当秦晋孔道，轮蹄毂互，邮传往来，杂糅于闤闠间者，较他县为甚。”
⑤
依

靠这条道路明清时期兴起了一系列著名的市镇，礼元镇、东镇，曲沃的侯马集，

运城，永济之韩阳镇、赵伊镇等都位于这一交通要道上。

黄河不仅浇灌着河东平原，而且为河东带来了商机，晋南商人渡过黄河，进

入三秦之地从事商业贸易，积聚起了巨额财富。荣河县之“脽上者，汾水之曲，

巨河之滨，故魏之国都，旧晋之□土，其俗富庶”
⑥
。紧靠黄河西岸的临晋县亦

①
以上两则均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序》。

②
以上两则均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二《风俗物产》。

③
民国《解县志》，卷二《物产略》。

④
本图片引自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⑤
乾隆《闻喜县志·序》。

⑥
光绪《荣河县志》，卷十一《艺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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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商业的兴盛，时人感慨到：“国家生财之道，自无游民始，盖分利之人多，

则国恒贫；生利之人多，则国恒富，其大较然也。一国然，一邑亦然，传曰：民

生在勤，勤则不匮，何谓勤民？各有职业以黾勉从事而已，今之实业家大致分为

三纲：曰农、曰工、曰商，临邑于古近唐虞之故都，民风淳朴耐劳，向以重农著

闻，又地滨大河，与秦中接壤，懋迁有无，化居取道甚便，故执业商界者亦颇不

乏人，惟工业未能发达，司牧者虽竭力提倡，尚在萌芽时代，继此以往，或有成

效，可睹之一日乎？”
①
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除此，大多数地方民众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商业贸易，芮城县“当清咸

同间，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
②
，闻喜县“最富庶，在清道光初至咸同而

富稍减矣，非富以农，富以商也，受外国通商之影响，资本家先少获利，然而男

子十三四万，竭地力不足糊口，远服贾者二三万人，岁入赡家金四五十万，以与

农民易粟麦，粮价适中，金融恒裕，交相维焉”
③
。临晋县人外出经商，人数斐

众，史籍记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

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

半，其他各贸易所亦多临人，据其要津，每岁吸收之金钱，不下数万金，恃以补

苴罅漏者在此。”
④

河东之垣曲与河南接壤，当地居民利用现有条件，南下与中州人做生意，获

利不少，因此有人提议修建财神庙，以向神灵表达自己致富不忘神之恩惠的心情，

时人说：“我垣邑旧未建立财神庙，县治东有察院遗址。康熙丙申岁，陈邑侯捐

俸创建，实实枚枚，邑中货殖者咸结社报赛，饗祀惟时，以故历年来市廛云集，

泉货流行，不可谓非神之所庇也，而南门外路接中州，商贾络绎，征贵征贱，懋

迁化居，尤为一邑生财薮，但贸易杂沓，旦暮少暇，每值祀神，质明行事，仪实

简焉，恐滋怨恫，爰纠众更卜巽地，议建新庙，以隆侑享。”
⑤
由此看来，兴建财

神庙合情合理。

（三）民风民俗

正因为河东为古文化之渊薮，历来史家称赞者颇多，春秋季札观乐，“为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

①
民国《临晋县志》，卷四《生业略》。

②
民国《芮城县志》，卷五《生业略》。

③
民国《闻喜县志》，卷六《生业》。

④
民国《临晋县志》，卷四《生业略》。

⑤
光绪《垣曲县志》，卷十二《艺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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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若是？”
①
从古至今，河东文化喧嚣呈上，成为古文化之区，众多名人从此

走出，河东大地在全国享有盛名。《隋志》说：“人物殷阜，不甚机巧，其于三圣

遗风尚未澌灭。”著名大文学家柳宗元也说：

平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温

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佥曰畴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

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

有昌言儆戒之训；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祸，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

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吴子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

夫俭则人用足而不淫，让则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

和则人之质，戒则义之实，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②

河东重视祭祀，有人说与商周尚鬼的习俗有关，因此建庙最多，“粤惟祠庙之设，

晋地实繁，河东又其最者。或以为商尚鬼，耿为商者（注：河津古称“古耿乡”）。

耿乡一路遗风特盛”
③
。这种现象导致河东形成了好赛乐赛的民情风俗，在众多

的史籍中都留下了关于祭赛的记载。《平阳府志》说：“岁时社祭，夏冬两举，率

多演剧为乐，随其村聚大小隆杀有差，盖犹报啬之遗云。乡镇立香火会，扮社火

演杂剧，招集贩鬻，人甚便之，然男女聚观，识者恨焉。”
④
隰县也是如此，“三

月二十八日南关东岳庙会……六月六日，三皇庙祭神农，神庙中集乐户歌舞神前，

曰赛南门。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西门三义庙四月初八日，北门龙王庙四月十三

日皆有赛”
⑤
。民国《翼城县志·祠祀》卷中记有各庙祭祀赛会之事，从中可见

翼城祭赛之繁盛。这些都成为河东之地风土民情的代表和明证。

（四）文化形态

1.早期人类活动遗址

晋南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据现在考古资料表明，早在 180万年前就有人类生

活，这就是芮城县发现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这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旧石器时

代遗存。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 170 米的古老阶地上。1961

年至 1962年，山西省博物馆对西侯度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剑齿象、纳

①
《左传》，卷三十九。摘自［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 1980年影印本，第 2007
页。

②
以上两则均见康熙《平阳府志》，卷二十九《风俗》。

③
《河津县樊家庄重修乐楼记》，摘自张林雨：《山西戏剧图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697页。

④
康熙《平阳府志》，卷二十九《风俗》。

⑤
康熙《隰州志》，卷十四《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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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象、野牛、三趾马、三门马、巨河狸等早更新世灭绝动物化石。文化遗物有石

制品 32件和烧骨、有砍痕的鹿角。出土的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

器，其制作方法包括锤击、砸击、碰砧，石器种类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

状器。西侯度文化的发现，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以及人类用火的历史。

丁村人亦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距今一万多年。丁村人化石都发

现于襄汾县南约 5 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铁路，汾河东岸的 54100地点的砂砾层

中，这层砂砾位于有古土壤条带的黄土内。1954年大规模发掘时发现了 3 枚人

类牙齿属于约 12、13岁的小孩，臼齿 1枚。右上内侧门齿齿冠舌侧中部低陷，

两侧增厚并向内卷，使舌侧呈铲状，特称铲形门齿。舌侧接近齿根的部分有明显

的舌侧隆突，由此延向切缘有两条指状突。右上外侧门齿也呈铲形，并有不明显

分离的舌侧隆突。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

人显然不同。舌状隆突和指状突的发达程度则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

齿根缺乏纵行浅沟，且较细小是与现代人相近的性质。右下第二臼齿，可能与两

个门齿属于同一个体。齿尖分布为十字型。其相对高度比北京猿人大，咬合面的

纹理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根尚未充分形成，但估计也较细弱。总之三枚牙齿的

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

在遗址内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不少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纳玛象、披毛犀、

野马、野驴、斑鹿、羚羊、野猪、水牛、原始牛、熊、獾、狼、狐、貉、河狸、

短耳兔、鲤鱼、青鱼、鲩鱼、厚壳蚌等。

在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主要用角页岩制成。一般石片角都较大，

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很大，且常双生，也有小而长的石片。石器中第二步加工

的不 多，加工方法用碰砧法或用锤击法。石器一般都较大，代表性石器为大棱

角尖状器和石球。大棱尖状器有 3面和 3缘，横断面近似等边三角形，可能作挖

掘植物根茎之用。石球制作颇为粗糙，被认为可能供投掷之用。

在此遗址中还发现石器二千多件，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球、小型尖状器、

厚三棱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等。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北京人进步。其中

石球可能用作流星索，是狩猎工具。厚三棱尖状器可能是掘土工具。三棱大尖状

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特色鲜明，个体均厚重，代表了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

另一个传统“河套－丁村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村文化”的概念逐渐形成，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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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丁村人走出了土层，走出了丁村，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各种图书。考

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写道：“当丁村人在汾河岸上

居住的时候，汾河不像现在那样，河水急而混浊。当时汾河水势应当很大很深，

还可能比较清些，流得也缓慢一些……。丁村人在群居生活中，对这些动物（指

犀、象、斑鹿、野马、原始牛）的侵害，已经不害怕了，但是脱离了群体而单独

生活，仍然还是不可能生活下去”。另一位考古学家贾兰坡在《中国大陆上的远

古居民》一书也写道：“当丁村人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河身不但比现在宽得多，

河水也比现在大且深”。丁村和丁村文化成为永远无法消失的历史，这就是文化

的力量。也许你走进丁村，会发现村落的静寂与其声望有些不相符；也许你走进

丁村，会发现河滩的荒败与其价值有些不相符。但是，其价值、其声望却是永恒

的。

2.早期国家文化遗址：陶寺遗址

在进入国家与阶级社会之后，晋南历史遗址更加丰富。《史记》说：“尧都平

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充分说明晋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在早期传说时期，

即国家形成之初，就已成为都城，显示了此一区域最鲜明的特点。从目前考古成

果而言，陶寺遗址（图 8）考古项目成为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说

图 8：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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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陶寺遗址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3.关公信仰

在以后的历史中，晋南也进一步成为中国根祖文化的代表。两汉之际，农民

起义爆发，各地军阀亦纷纷开始角逐，争夺土地，占有人口。在这些力量角逐的

后期，逐渐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刘备势力为其中之一。在刘备势力中，关羽进

入人们的视野，由于其自身的故事，加之后人演绎，其神话成分愈来愈多，最终

形成了关羽信仰。直到今天，海外华侨仍对关羽崇拜不已，各地关帝庙宇均成为

文化信仰的基础。人们逐渐将关帝当作自己信仰的支柱，融合了华夏民族的血统。

运城解州关帝庙（图 9），是全国最大的关庙。每年吸引着无数游人到此瞻拜、

游览。常平关羽家庙，也寄托着人们对关羽的无限思念。

4.大槐树移民

明初，经过元末农民战争，各地人口资源与土地资源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

平衡人口与土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明太祖开始大规模移民，将大量山西人口

集中于洪洞大槐树之后分拨各地，于是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槐树移民”。至

今人们思起，仍将大槐树当作自己的故乡。一句顺口溜能够代表人们的心情，“问

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以上分类仅是从大体层面上对山西各个区域文化因子的分析，其实不同地域

图 9：运城关帝庙



32

的文化特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叉，各地之间亦具有较强的共性，在共性

之间存在着个性。共性与个性交叉地存在于各个地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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