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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腾 飞 的 太 原

引　子

太原古称“晋阳”范仲淹大约创建于公元前 497 年范

仲淹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商业都会。这里山川毓秀

范仲淹人杰地灵范仲淹历史文明久远，文化底蕴丰厚，是

一座积淀着漫长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华历史文化名城。2011

年 3 月 14 日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一、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交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太原早在十万

年之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太原的土地上。义井和东太

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又告诉我们，在七、八千年前的母

系氏族公社早期，太原的先民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殷商

时太原为古国北唐，考古学家曾在太原许坦村一带，发现

了商代的文化遗址，定名“许坦型文化”。

据史载，太原城创建于公元前 497 年的春秋时期，晋

国公卿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利用这里西依悬瓮山范仲淹东

临汾河的险要地形修筑了坚固的城堡。因其在晋水之阳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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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淹故名“晋阳”。三家分晋，赵遂成战国七雄，战国初期

太原为赵国都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 36 郡，又在这块古老

的土地上设置了太原郡，郡治晋阳。汉代并州刺史部设治

晋阳，这也是太原称并州之始，太原简称“并”亦来源于

此。是时，太原已成为全国十三州部治所之一，闻名遐迩。

由于晋阳在两汉时所处的重要位置，加上手工业、商业的

发展，被称为“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

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边防重镇。

北魏高欢于公元 532 年进入晋阳。高欢依据晋阳的险

要地形，建立了“大丞相府”。以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

魏，东魏都城在邺（今河北临漳），而实权仍由官居晋阳的

高欢操纵着，是时的晋阳亦称作“霸府”。后高欢子高洋篡

东魏自立为齐皇帝，历史上称为北齐。南北朝时，晋阳又

是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始终保持着“霸府”的地位。与

此同时，高氏在晋阳西山修建了天龙寺、童子寺、法华寺，

依山凿窟，镌刻石佛像。这就是保存至今的珍贵的天龙山

石窟艺术的来历。这个时期，晋阳城内商业兴盛，市面繁荣，

成为北齐的重要商埠。

唐代，太原是全国的第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

洛阳。强盛的唐王朝发祥于太原，因晋阳古有唐国之称，

李渊父子定都长安后，遂以“唐”为国号。唐代初期的几位

帝王曾数次扩建晋阳城，并相继封其为“北都”、“北京”，

是国家的陪都之一，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

“三京”。后为后唐、后晋、后汉的国都或陪都。唐代，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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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

武器日臻完美，铁镜、铜镜盛誉全国，并州剪刀锋利无比。

诗人杜甫曾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

句。晋阳不仅都市繁华，而且文化荟萃，人才辈出。诗人白

居易、文学家王翰、工部尚书乔琳、宰相狄仁杰都是太原

出生的唐代名人。诗人李白，杜甫也都来过晋阳，李白还

留下“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的诗句。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赵光义灭北汉，焚晋阳

城，又引汾、晋之水夷晋阳为废墟。一座历经 1476 年悠久

历史的古城遭到彻底破坏。三年之后新的太原城在距古晋

阳北四十余里的唐明镇崛起，嘉祐四年，设太原府治。宋

真宗（998—1022）时，知州陈尧佐为阻止汾水泛滥，在河

东岸筑了长堤，并引水潴成长六里的湖泊，湖畔植了几万

棵树，名为“柳溪”，与东山上苍劲葱茏的古柏苍槐相互辉

映，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所以宋元时，有“花花正定府，

锦绣太原城”的美名。在宋朝，随着社会的发展，太原的工

商业逐步繁荣起来，手工业、陶瓷、冶炼业尤其发达。朝廷

在这里设立了河东监，铸造铜钱，并制作铜镜，作为贡品。

还在这里设立“宫窑”，孟家井、冶峪生产的“木理纹瓷”，

当时在全国独树一帜，颇负盛名。元明清太原是山西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拱卫京师的屏障。

明初，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棢为晋王，扩建太原城，晋

王府所在地太原凭其险峻的地理位置“襟四塞之要冲，控

五原之都邑”是九边重镇之首。清朝统治太原后，仍置太

原府，府治设在阳曲县。此间，太原经济迅速发展，其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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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手工业，对全国的经济影响很大，有“晋商执全国牛

耳”之誉。太原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商业

城市。

1912 年，清朝政府被推翻，阎锡山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占据了山西。从此，阎锡山开始了长达近 40 年的对山西的

统治。

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陷。这座千年古城在日军的

占领下，经历了八个年头的深重苦难。

日本投降后，太原人民又经历了一段阎锡山的统治。

直至 1949 年 4 月 24 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才最终地

结束了阎锡山的统治，使这座古城获得了新生。

太原是我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基地，经过 50 多年的建

设，已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煤炭为支柱，以输出能源、

原材料、矿山机械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

工城市。

二、在共和国的版图上

太原海拔约 800 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0′~13°

09′，北纬37°27′~38°25′。区域轮廓呈一展翅腾飞的雄

鹰形，雄鹰的头是阳曲的北小店，右翼是温川，左翅是娄

烦盖家庄和罗家岔，尾巴是清徐的孟封。东西横距约 144

公里，南北纵约 107 公里，总面积 6956 平方公里，总人口

近 300 万。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汾河流域中部，西、北、东

三面环山，南部为开阔的河谷盆地，汾河纵贯全市。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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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距首都北京 514 公里，距最近出海口天津塘沽港 690 公

里，距周边省会城市河北省石家庄市 213 公里，距河南省

郑州市 577 公里，距陕西省西安市 651 公里，距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 640 公里。

太原地形复杂多样，土石山地、台原丘陵、平川比例

约为 5∶3∶2。其中，耕地占 23%，林地占 25%，牧草地

占 6%，水域面积占 3%。东屏太行，西障吕梁，北依系舟，

南临沃野，雄峙于海拔 800 米的河谷平原，称为“太原盆

地”。太原为四季分明的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昼夜温差较大，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年均气温

12℃，年均降水量 468.4 毫米，年均日照 2388.7 小时，无

霜期年均 202 天，植物有较长的生长期。

太原现辖 6 区（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尖草坪区、

万柏林区、晋源区）、3 县（清徐县、阳曲县、娄烦县）、1 市

（古交市）和 2 个国家级开发区（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2 个省级开发区（太原工业园区、

太原不锈钢生态工业园区）。

三、人杰地灵  物华天宝

（一）晋阳“人杰”，青史垂名

晋阳地灵，雄宏壮丽。晋阳“人杰”，青史名垂。曾有

台骀率众渲汾障泽，肇始了太原 ；唐尧带领部族开发了太

原，创建了唐城 ；大禹率先治汾既修了太原，有晋国立国

创业的始祖和三晋文化的开创者唐叔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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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咤于政治舞台上，顺应历史潮流的风云人物——春

秋末季的赵鞅，奠定后来的赵国基业 ；北魏高欢 ；华夏历

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后汉创建者刘知远……

称著于中国世界文坛的巨匠文豪——东晋著名史学

家孙盛 ；东晋志人小说家郭澄之 ；唐代长于山水田园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 ；写出意境奇美堪称边塞诗

压卷之作的诗侠王之涣和王翰二人 ；“七绝圣手”王昌龄，

“花间词派”的创始者温庭筠 ；与李白、杜甫齐名留下民间

疾苦和唐代史诗的白居易 ；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 ；金元文

豪元好问 ；元末著名散曲杂剧家乔吉 ；杰出古典小说大家

罗贯中 ；明末清初思想家、书画家、医学家、文学家傅山 ；

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汉学家阎若璩……

活跃在历史上诸朝各代的文臣——太原的第一名宦

尹铎 ；董安于、西汉中期的外交家常惠 ；计诛董卓的王

允 ；初唐外交家温彦博 ；唐代名相狄仁杰刚正不阿，断案

如神 ；明中期重臣王琼……

驰骋于古代战场上的名将——春秋时名称国士的豫

让，三国魏名将郭淮 ；西汉栋梁常惠大败匈奴 ；保卫晋阳

的千古英雄刘琨 ；有北宋名将杨业……

太原近现代革命家有刘胡兰式的阎有来（1892—

1942）；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 24 军的刘天章（1893—

1931）；成立人称“齐二老虎”部队——东山抗日游击队

的齐世铭（1894—1953）；中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中共山西省党、团组织的

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君宇（1896—192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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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山西境内连续组织指挥四个大

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先后

歼敌 30 余万人的徐向前（1901—1990）；“独臂将军”苏鲁

（1902—1976）；致力于恢复和建立太原党组织领导机构的

汪铭（1903—1931）；全面搜集和整理太原的情报，为解放

太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情报的黄石山（1905—1988）；红

军著名的青年将领彭雪枫（1907—1944）；在太原毛纺织厂

建立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田恒（1909—1940）；1941 年不

幸双腿中弹仍坚持战斗保护太岳军区安全转移由于失血

过多牺牲的李友矫（1911—1941）；使清源县、太原县、徐

沟县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抗日游击队长肖靖（1916—1964）；

带领由三个旅的骑兵侦察连组成的骑兵大队从张家口南

下太原进行战役侦察，历时一个月，将太原城以北以及阳

曲镇地区的敌情、工事、地形等情况全部查清，为强攻太

原提供了详细的战役资料的袁涛（1917—1981）；游击队长

抗日英雄任克定（1917—1941）；抗日英雄梁存地（1919—

1944）；除奸英雄马必生（1920—1941）；一等杀敌英雄、一

等侦察英雄赵享德。

晋阳大地的这些历史名人——政治家、思想家、史学

家、文学家，特别是近现代革命家在自己当时当地的历史

条件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奋力拼搏，为太原、为山西乃

至整个国家、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博大醇厚  文物荟萃

恢宏的晋阳古城  位于太原市西南 15 公里晋源镇

古城营附近，西依龙山，东傍汾水。古城“高四丈，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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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里”。遗址面积大约 20 平方公里，分西城、东城、中

城、太原府、晋阳宫城、大明宫城、仓城、罗城等。至今尚

有城垣和殿台的遗址。这一带的晋阳堡、南城角、城北村

等村落，都因晋阳城方位而得名。

享誉海内外的晋祠古建群  晋祠位于太原西南 25 公

里的境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是为纪念晋国首任诸侯——

唐叔虞而建的祠堂。在建筑景观中，圣母殿、献殿、鱼沼飞

梁被誉为三大国宝。难老泉、宋代侍女像、周柏称晋祠“三

绝”；《晋祠之铭并序》碑铭、华严经石幢、《柏月山房记》

砖刻称三大铭刻 ；周令树文《重建晋祠碑亭记》、傅山书

《晋源之柏第一章》、曹溶诗《晋祠纪游十二首》为文书诗

三绝。其中主体建筑圣母殿是我国建筑学界公认的宋代建

筑的代表作 ；鱼沼飞梁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十字形桥梁 ；而

由唐太宗李世民亲手书写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是我国现

存最早的行书碑。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祠

堂式园林。

崇善寺大悲殿  崇善寺位于太原市上马街中部南侧，

是一处隋末唐初创建的佛教寺庙，历史上称之为“三晋名

刹”。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晋王为

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扩建该寺成南北长 550 余米、

东西宽 250 余米、总面积 14 万平方米、殿堂亭台楼阁廊

庑达千余间的规模，称为“晋国第一伟观”。清同治三年

（1864），大部建筑毁于火灾，仅存主体建筑大悲殿。大悲

殿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重檐歇山顶，乃是中国现存

最完整、最标准的明初木构建筑，殿内塑有观音、文殊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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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和普贤菩萨像，塑像高达 8.5 米，衣饰流畅，色彩鲜艳，

栩栩如生，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珍品。殿内藏有宋、金、元、明、

清版藏经 3 万余卷，是国内罕见的珍贵文物。

洞窟如阵的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位于太原西南 40 公

里处，山势险峻，山路回转，松柏相拥，葱郁苍翠。天龙山

石窟就开凿在这里。石窟分布在东西两峰，共 25 窟，雕刻

大小佛像 500 余尊，画像、浮雕、藻井 1144 尊（幅），石质

完整，光源充足。天龙山石窟历经东魏、北齐、隋、唐、五

代 400 余年，反映了不同时期石窟艺术的不同风格和卓越

的艺术成就。

双塔相映永祚寺  位于太原市城区东南的郝庄村南，

建于明代中叶，寺内因那两座巍峨壮观，耸入云端的古塔，

俗称双塔寺。寺院与双塔系砖砌仿木结构，是我国明代砖

砌结构的代表。尤其是三圣阁上的砖雕藻井，是明代砖雕

艺术和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双塔高 54 米余，8 角 13 层，

300 年来人们称道的“双塔凌霄”被视为太原的象征。永祚

寺内，尚有明代中叶种植的牡丹花盛开于世，每逢春夏之

交，整个梵寺嫣红姹紫，清香飘溢，游人争相观赏。

海内最大的道教石窟  龙山道教位于太原西南 20 公

里的龙山山巅，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

石窟，始凿于元代初年，由道人宋德芳主持兴建。龙山道

教石窟共有八个洞窟，石雕像 40 余尊，与佛教石窟的精致

细腻不同，道教石窟风格朴实，手法庄重，甚至还容易给

人一种粗糙的感觉，如窟内塑像衣饰的雕刻简洁素净，十

分含蓄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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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石寒泉话窦祠  窦大夫祠位于汾河峡谷左侧裂石

山口北侧，上兰村西 1 公里处。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与孔子

同时代的儒家代表晋国大夫窦犨所建。窦大夫祠巍峨壮观，

祠内古柏苍翠，窦犨塑像端坐在大殿中央。现存山门、献亭、

大殿等，都是元代至正三年（1343）重建，局部还保留有宋

金时期风格，结构简练而严谨，为金、元建筑中所罕见。祠

旁清泉自烈石山苍崖下涌出，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因水

温较低，人称“寒泉”。与苍柏古祠相辉映，饶有雅趣。“烈

石寒泉”为太原名胜之一。

精巧古建纯阳宫  纯阳宫位于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

隅，又称吕祖庙。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间增筑巍阁三层。

纯阳宫建筑占地不大，但它的布局为世人称道。宫观分为

四进院落，吕祖殿为主殿，面阔三间，极壮观，殿后两院为

楼阁式建筑，高低错落，曲折回旋，形式别致，徜徉此间，

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后院巍阁

最高，登阁环眺，市内景色历历在目。前院亦楼阁式建筑，

平面为方形抹角，四隅建八角攒尖亭，益增雅趣

新颖大气的山西省博物院  山西省博物院位于太原

市风景秀丽的汾河公园西岸，是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综合性

博物馆，由主馆建筑和四座附属建筑构成，是山西最大的

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省博物院于 2001

年 8 月正式开工建设，2004 年建成。占地 168 亩，建筑面

积5.1万平方米。博物院主馆造型如斗似鼎、四翼舒展，“斗”

象征着丰收喜悦，“鼎”象征着安定吉祥。山西省博物院目

前珍藏着各式国宝级青铜、玉器、石刻、陶瓷、砖雕、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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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以及其他珍贵文物 20 余万件，展出的文物有 4000 件

之多。如国宝级文物——鸷鸟尊和虎鹰搏击戈，特别是鸷

鸟尊，鸷鸟（鹰的一种）是生活在地肥水美的地方，青铜鸷

鸟樽是春秋时期专用于祈祷安康富足的重要礼器，鸷鸟尊

背上有一虎形提梁，鸟尾有一昂首卷尾纵身反扑的小虎，

虎的前爪撑地，与鸷鸟带蹼的双足共同使鸟的身躯稳固。

它们都是见证山西历史曾经的灿烂和辉煌的精灵。

省城“十大建筑”位于太原市小店、晋源、万柏林三

个区，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总建筑面积 110 万平方米范

仲淹总投资约 100 亿元，涉及文化、体育、科技、卫生、交

通运输等领域。太原十大建筑包括省科技馆、省图书馆、

山西大剧院、山西体育中心、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山西大医院、太原美术馆、太原博物馆、新建太原铁路南

站和太原国际机场新航站。

（三）物产丰饶  驰名天下

煤铁之乡  太原资源丰富，矿藏繁多，既有铁、锰、镁、

铜、铅、铝等金属矿，又有煤、石膏、硫磺、硝石、黏土、石英、

石灰石、白云石等非金属矿。在众多的矿产中，尤以煤、铁、

石膏储量为最，素称“煤铁之乡”。原煤品种齐全，探明储

量 6.6 亿吨 ；石膏质地优良，储量 6238 万吨。

清徐葡萄  太原市清徐县是国内著名的葡萄产区之

一，已有 1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清徐县境内丘陵山地的土

质、光照、气候、水源都适宜葡萄的生长，所产葡萄粒大，

皮薄，糖分高，味道甜，色泽美丽鲜艳，年产量 500 万公

斤，故清徐县素有“葡萄之乡”的美称。清徐葡萄品种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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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个以上，最著名的品种为紫龙眼、黑鸡心和白瓶儿三种。

紫龙眼葡萄呈紫红色，果肉黄绿色，含糖量高，既可鲜用，

又是酿制葡萄酒的上等原料，且耐贮存，收获后可藏至次

年 3 月。黑鸡心葡萄含可溶性矿物质高，含糖略低于紫龙

眼葡萄，除鲜食、酿酒外，还可制作葡萄干或葡萄汁。白瓶

儿葡萄质好个大，每粒约有核桃大小，是鲜食果品中的佳

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巨峰葡萄开始在该县大面积栽种。

清徐葡萄唐代以前便很有名，并有葡萄酒出现和作为宫廷

贡品。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来并州写有《葡萄歌》，赞美清徐

葡萄。

清徐金丝蜜枣  清徐产的金丝蜜枣是山西食品行业

著名的蜜饯食品，具有悠久的历史。它色泽鲜艳，花纹细腻，

丝蜜清晰，枣体饱满，肉质透明，柔韧不粘，外形端正，是

一种富有高营养的甜食。年产量 140 余吨，远销欧洲和东

南亚等地，是人们喜爱的食品和馈赠品。金丝蜜枣选用清

徐产青枣为原料，经划丝、熏蒸，配以白糖煮制、糖浸、烘烤、

成型等工序精制而成。1981 年被评为山西省优质产品。

晋祠稻米  晋祠稻米，产于太原晋祠镇一带。那里土

地肥沃，水源充足，水温适宜，含有明矾等矿物质，适合水

稻生长，并形成晋祠水稻性甘而微寒的特性。其外观颗粒

大而稍长，晶莹透明，米色微褐，做出饭来颗粒分明，香气

扑鼻。吃到嘴里，味香甜，有韧性，软而不黏，容易消化。

在古代，晋祠大米作为贡品盛名久远，如今太原人仍视为

珍品互相馈赠。

沙金红杏  清徐沙金红杏有 1200 余年的栽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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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系仁义村叫沙家地的实生杏，因其果实艳丽，呈金红色，

故得名沙金红。20 世纪末沙金红杏的栽培数量约占全县

杏树的 89%。沙金红杏长势强旺，树体高大开张，树形为

圆头形或半圆形，成年树一般高 5 至 7 米。沙金红杏的营

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很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果糖、果

酸及蛋白质、钙、磷等，鲜食有助于消化，增加人体钙质和

软化血管。杏仁有润肺、止咳、滑肠等作用。

四、繁荣兴盛  古都腾飞

（一）繁荣兴盛古晋阳

依仗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范仲淹太原

的经济一向较为发达。早在秦汉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制生

产工具的推广普及、水利工程的兴修，太原地区的农业得

到发展。冶铁、食盐成为两个重要的生产经营部门，煤炭、

硫磺等矿产品开始开发，制铜业、制陶业已达到新的高度。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新的交通道路的修筑，促进了商业

的发达。当时，太原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盐、铁、丝织品、药品、

漆器等。同时，一些装饰品、琉璃品、皮制品等外来商品和

匈奴的马匹也源源不断通过太原进入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太原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减缓。但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太原地区的冶铁业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北方主要的冶铁区，冶铁业规模

大，冶铁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太原地区

的陶瓷业也较为发达。同时，太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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