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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F A C E

魅 力 独 具 长 治 县

前言

历史记载，1300 多年前，李隆基以临淄王兼别驾身份来到潞州挂职锻炼近

3 年，主要活动于潞州，也就是长治县城乡，而后积蓄人脉、治政经验，重返

长安后，发动宫廷政变，幸运执掌天下，是谓唐玄宗。之后，他又三幸潞州，

心中念念不忘这块发迹之地。

约 1000 年前，大文豪欧阳修也曾光顾长治县，他不仅在长治县城住过一

段，而且还经常出南城门，顺着官道，在县境名山大川之间考察游览，柳林曾

是他关注之地，《潞州城南柳林二首》就是证明。

2011 年 4 月 4 日，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也莅临长治县，他

对这里的民间文化遗产表现出非常关注和浓厚兴趣，当他考察了这些辉煌的遗

迹后，兴奋不已；当他看到残存的石雕、木雕后如获至宝，又对其遭到损坏感

到非常惋惜；当他得知县里实施的保护计划时，又非常欣慰。 

2011 年 10 月 1 日，导演冯小刚悄悄来到长治县，为了寻找拍摄的古道，

他考察了县境东北高地上的西岭村，对这个古村落、古民居及青石板路发生了

浓厚兴趣！ 

据我的不完全考证，历史上曾经踏上长治县这块土地的名人雅士，不下

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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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县为何如此吸引古今名人？

因为它是一块福地！且是老中国的保护神——太行山上的福地。如果你有

强烈的探测欲、好奇心以及投资创业诉求，请来全面考察一下这块土地。

为什么这里是早期人类文明发祥的鸟巢？

为什么这里居民最早被称为“黎民百姓”？

为什么这里的山岭能有如此密集的神话传说？

为什么慈禧是汉家女而不是满人？

为什么山西省之内县域版图最小且人口密度最大？

为什么都城隍不是建在城内而是建在山上？

为什么一个县营小厂，却能制造出“至诚通天”的海棠洗衣机？

为什么一个农民创办的振动集团会成为中国的上市企业？

为什么这里冬暖夏凉、是华北地区的清凉境地？

为什么明清时代的荫城小镇能够成为北中国的铁器之都？

为什么潞商会是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的鼻祖？

为什么这里的居民能免费乘坐公交？

为什么这里会独一无二地涌现出大批的新农村？

世界上体积最大、燃烧时间最长的天下第一香在哪里？

……

县 委 常 委、 宣

传部长魏俊英陪同

冯骥才考察经坊村

陈 家 大 院、 荫 城 镇

琚 寨 村 玉 皇 观、 南

宋 村 五 凤 楼， 冯 先

生 震 撼 不 已， 称 赞

之“ 大 气 洒 脱、 气

度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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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县以其丰厚的人文遗存和山水地理吸引古今名流，这里古镇村落、山

地隘口、青砖碧瓦、雕梁画栋、石板台阶……是研究人类文化学、民俗文化、

军事地理历史的好土，也是人类繁衍生息、避难求福的乐土，对于普通人来

说，还是致富淘金的热土。无论你是旅游还是求财，你也许都能在这里发现亮

点吧？

如果说一半旅人来长治县是为了寻找文化、享受旅游，另一半人就是为了

发财、为了祈福而来吧！如果你对这块土地的福乐文化不去体验，你对人类悠

久的人生追求就会缺乏深刻理解；如果你不来这里投资发展，你对中部地区的

经济崛起和态势就没有认知。

在这里祈福，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有福之人。

在这里生活，也许你会成为一个精气神俱足的人。

如果你还是觉得福气遥不可及，建议你到这里的南部山区转悠转悠，看看

那一座座山坳里点缀的欧洲园林式的新农村，亲身感受一下山民们是如何在 10

年之内过上“梦幻般传奇”的美好生活的。

如果你感觉上述活动还不够刺激，就请你来这里投资发展，开矿办企业，

并从许多个例子中汲取营养，寻找到发财之门。也许你会一夜暴富，做大做强。

请感受一下，许多地位低下的草莽乡民，为何能够在短短 10 年时间内富

欧洲人游览都城隍      姚林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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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方，影响力渗透到基层及高层社会？弹丸之地，为何能够产生数十个亿万

富翁？你目睹一下他们的豪车、企业和影响力，就会意识到中国内地社会已经

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如果你对长治县产生“十万个为什么”式奇特现象还是半信半疑，仅仅以

为是一种刻意炒作的话，那么再给你展示一下它这些年所获得的桂冠和荣誉：

“太行明珠、幸福之都”、“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全国首批低碳国土实

验县”、“山西县域经济十强县”、“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县城”、

“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2012

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市”；有望成为“中国曲艺之乡”， 2011 年入选

“中国最具幸福感休闲城市”。

长治县之所以受到如此宠爱，并非单纯组织偏爱，主要是因为物华天宝、

人文荟萃，具有“均衡的天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外，还因为这里弥漫着无所不

在的福气。这里自古就是上党首邑、煤乡铁府，晋东南经济最强县，又是山西

省下一个最有希望晋级中国经济百强县的县域，经济发达使这里风生水起、百

业俱兴、滋润福乐；这里虽然是袖珍之地，却是平川、丘陵、山地样样俱全，

俯瞰长治县城　韩志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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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随便踏入一个村落、一块土地，一面是历史遗存，一面是自然奇观，自然与

居民和谐共存，“城市田园化、田园城市化”，“城村镶嵌在绿色中，山水围

裹在建筑边”。 

本书力求成为使本地主人出门推介自我的“地域名片”，也成为旅者行前

了解长治县的“称职顾问”，所为一书在手，长治县全有。它策划目的是复合

的，并非沉闷而缺乏个性的单纯文化志书，也非仅仅是单纯的旅游册子，而是

最能代表本地形象与内容的“精品图文”。它的风格是欢快的风趣的浅阅读，

不是刻板拘谨的学说文；它是视角新颖、编排有趣的特色文本，而非面面俱

到、冗长的百科全书。对于广大读者，那是以人为本，充满好气与趣味，应该

不用担心它对于你的诱惑和吸力，有可能使你“一口气读完”而忘记入眠；而

后还会时时拿起、时时对照，冲动之后就是行动。

毋庸多言，亲爱的朋友，趁尚未售卖门票，赶紧到长治县来吧！

那里是你的梦幻之旅！

驾车由高速驶进长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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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外边有的，这里全有

先有长治县，后有长治市
长治县历史悠久，堪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宗藩大国”、“山西

巨郡”之称。殷、周之前这里属《禹贡》所分九州中的冀州，春秋时属晋国，

战国时期之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国分晋，韩置上党郡，上党为其别都，长

治县属归韩国。公元前 262 年，上党太守冯亭联赵拒秦，率上党十七城归降赵

国，长治县之地属赵。秦始皇时，天下分为 36 郡，仍属上党郡。为中国最早开

埠地区之一。

后几经易名，于明嘉靖八年（1529）更名为长治县。名称系嘉靖亲赐，

起因于陈卿起义，在历时八年之乱后，嘉靖皇帝深感上党政治军事之重要，经

平叛功臣夏言建议：升潞州为府，赐府名“潞安”，拆壶关、黎城、潞城之地

在青羊山中设立“平顺”县，割附郭“百里长廊”置长治县，意为潞州从此安

县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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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祈望长治久安。从此，府县同城而治，一直延续到

1971 年县城迁址韩店镇。因而“先有长治县，后有长

治市”，至今已 400 多年。

以中国为范围，如果说，100 年文明看上

海，1000 年 文 明 看 北 京，3000 年 文 明 看 西

安，5000 年文明看山西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

么，长治应该属于山西核心区域之一！如果以长治为中心画

一个 100 公里的圆圈，源远流长的上古殷商文化将囊括其中！

这是古老中国最核心的区域所在。

县域经济方方面
长治县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自古比较发达，境内富藏煤、铁、硫磺、石

膏、铝矾土、石灰石，有“煤乡”、“铁府”之美称。境内煤炭开采年代相当

久远，炼铁铸造也有 2000 多年历史。春秋时冶铁即已开始。历经唐宋元明各朝

代，已成为全国的铁器生产基地。明以后，县域经济达到高峰。据《明史ž 食

货志》和《续文相通考》记载：明洪武五年（1373），全国设有 13 个冶铁所，

潞安铁所则为其中之一，县境内之荫城还专门驻有“铁官”，负责管理监督冶

铁业。 此外，县里生产的陶器、砂器、丝绸、皮革、织毯等手工制品也以造型

别致、制作精良、工艺考究而畅销四方。明代万历年间，长治县生产的砂锅，

以其物美、耐实而大受京都居民喜爱，每年京城销量达 15000 多口。以此为基

础，潞商运用而生，此为晋商先驱。

因为发达的手工业积累，等解放后，长治县先后建立了一大批手工业合

作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治县大办“五小”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升级为

小型企业。如苏店电器厂、苏店铸造厂、上秦轴承厂、信义农机厂、信义农修

厂、韩店电炉厂、韩店皮革厂、北呈机电厂、北呈阀门厂、横河车辆厂、西火五

金厂、荫城砂轮厂、经坊低压电器厂、内王化肥厂以及焊条、造纸、塑料、铜器

等工厂。 县营二轻工业之发达，晋省领先，仅有晋城县可比。其最高峰为改革开

放之后出现的长治洗衣机厂，其生产的海棠牌洗衣机曾经风靡中国一时。

上党门楼之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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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富足的县域平台
地理位置：长治县地处晋之东南，太行山脉中段西麓，上党盆地东南部，

是长治、晋城两市的中间连接带。距离长治城区 15 千米，北距省会太原 230

千米，距离北京 680 千米。面积仅 483 平方千米，系山西省面积最小县域。

地形地貌：山地高原占全县面积 2/3 左右，原面平整，海拔均在 1200 米

以上，以老雄山为最高，海拔 1419 米；西北部为平川，土地肥沃，是主要农

作区。

行政区划： 辖 6 镇、5 乡 2 区、254 个行政村，县政府驻韩店镇。人口 34

万，为晋省人口最密集县份。电话区号 0355，邮政区码 047100 。

气候特征：长治县气候属寒温半干燥区，年均气温 9℃，一月零下 6.2℃，

七月 22.9℃，年降雨量 411 毫米，霜冻期十月上旬至次年四月中旬，无霜期

160 天。其成因与高原盆地有关，冬暖夏凉，比起周边地区，宜居程度明显，

也有利于农林发展。

主要河流：县内水源较缺，主要河流是浊漳河的支流陶清河和荫城河，流

经南部山地，出平川后沿西界北流入漳泽水库。属海河流域。地下水资源较为

丰富，储采量 5950 万立方米。

交通运输：交通条件极为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北倚长治

市区，南接晋城市，207 国道、长晋高速、长陵公路、太焦铁

路纵贯县境南北，长安高速、中南铁路横跨县境东西。

从气候、物产、民俗考察，长治县先天富足，备受上

天眷顾，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平台，居民属于有福之人，

幸福指数很高。

没有特色就是其特色
总结长治县县域文化，“没有特色就是其特色”。

因为外边有的，这里全有。但是它的特点是综合性、

均衡性，而不是剑走偏锋，形成一个单纯的特色。因

而说，它不是腾冲那样的边地，不是大理那样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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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是拉萨那样的雪域，不是宜昌那样的三

峡，不是三亚那样的海角，不是漠河那样的极

地！即使放到山西一隅，你没有大同那样的长

城和石窟，五台那样的山体与佛教，平遥那样

的古城与票号，永济那样的黄河与铁牛，就是

比起临近的壶关、陵川，其太行山特色都不够

典型。这是长治县的遗憾，然而长治县不可复

制的的地方，正是它的中原文化的丰富性。我

们必须转换思维方法，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它是一个综合体，是山水地理与古迹遗存的复

合，是古代人文与现代创新的融合，是信仰精

神与物质财富的天合，是生存实务与艺术梦幻的巧合。因此，考察这里的旅

游、文化、经济，不能分开来，而是要多方兼顾，方可更趋客观全面。如同山

西的文物与旅游不可分割一样。 

“五个一”文化特征
对于长治县，可以用“五个一”来总结：

一座庙名扬天下。都城隍庙坐落于东南部一座并不雄伟的山头上。却因

与刘秀结下善缘而名闻历史。从此这座护佑城池的庙宇不在城内，而待在山野

间，令历史大跌眼镜，而它竟是不以为奇，反而敢以“天下城隍庙”相称。这

座庙是城隍祈福文化的一个亮点，也是帝王与黎民百姓和谐相处的一种昭示，

它之所以千年以来长盛不衰，折射出的是当地居民对幸福的强烈渴望。由此，

都城隍院内的武术表演 踞寨九龙一凤壁

探访长治县古镇  陈潞平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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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住长治县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祈福。

一座山威震南上党。这座山就是老雄山。它位于县境东南，海拔 1416 米，

为县境最高点。它属于太行山脉系列。它的北面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上党盆

地，而其背面及左右是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地，往南望，就是晋城境之高平。

它造型高耸，不仅气势雄浑，如一擎天柱石，立于上党南界，镇压鬼怪，安抚

人心，是周边居民的依托之宝。在它的脚下，孕育出几个名镇如荫城、西火、

东火等，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最让人称道的是以冶铁为代表的手工业，曾经

在明清盛极一时。其荫城铁器品牌是长治县人引以自豪、走向海内外的最大资

本。

一个袖珍版的“高台上的中国”。我曾经称晋东南为“高台上的中国”。

原因是因为太行山的支撑，

晋东南相对于中原，是一块

典型的“高台”；因为晋东

南从远古中走来，具备了老

中国的许多“文明样本”，

堪称老中国的缩影。长治县

作为晋东南的一块腹地，正

是这样一块袖珍地。中国如

果具有五千年文明的话，应

该从炎黄时代开始，而长治

上党盆地之擎天柱——大雄山　韩志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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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山地地形的存在，对于传说中炎帝在上党的

农耕活动有支撑作用。如同学者刘毓庆先生所

言，这里的盆地、山岭是人类文明的鸟巢。说

其是缩影，从内部研究，一是这里有着晋东南

几乎所有的地貌特征，地理位置较好，与中原

唇齿相依，军事上有制控作用，和平时期，又

是资源和手工业中心，可以参与国家建设；二

是资源极为丰富，堪称中国的“煤铁之乡”，

手工业和泽潞商帮也由此而来，20 世纪中后期，

轻重工业也比较均衡，但其主体仍然是农业结

构；三是红色文化在这里获得巨大成功，这里

见证了 20 世纪内战、外战和建政活动，所谓小米加步枪的经验异常丰富；20

世纪中叶以来，铁路、公路、工业和电信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本地区，打破了

山地主宰，一切都在发生奇妙变化，山地、盆地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造成

了今日文化的多元化。这里既有大量古老的遗存，又充满勃勃生机，加大着前

进步伐。因此说，长治县是神秘而神奇、“袖珍版的老中国”。

一曲慷慨激烈的英雄文化回肠荡气。长治县文化中从不缺乏英雄色彩。我

曾经早在 20 世纪末就论述过：“晋东南文化首先是一种英雄文化，英雄活动和

英雄崇拜贯穿了晋东南的整个历史。”从远古的神话传说到战争到戏曲，随处

充斥着英雄情结。英雄成为长治县人心中的梦中情人。本土涌现的英雄有隋末

单雄信，宋朝抗金的王彦，明代“抗倭

三杰”之一的任环等等。直正使长治县

人的英雄气在全国大出风头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整整 20 年的时光。长

治县出了成千上万的抗日御侮、建功立

业的游击英雄、南下英雄和翻身英雄（劳

模），这些英雄让长治人尚武精神大放

异彩。如民谣所说，“铜太行，铁太行，

太行人民英雄汉”。据统计，在抗日战 打铁雕塑

太行山壁立黄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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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士：

如果您踏入长治县，建议您：先去都城隍庙烧炷香，下山进西火，听听干

板秧歌，而后到荫城看看民居老街，感受一下铁文化，再到南宋看看五凤楼，

又到首阳山上寻根炎帝足迹，下山后直达八义古镇搜寻红绿彩瓷，最后落脚经

坊陈家院，见识一下潞商豪门，最后回县城吃吃小米和子饭，听听上党戏！

争中，28370 人次参军参战，牺牲 630 人。中共长治县委从建、撤、再建，从

当地办公迁移到外地再返回原地，在拉锯式的反复斗争中，充分展示出了他们

艰苦卓绝、熟谙游击战术的勇气与才智。在解放战争中，5700 人参军，9 万余

人次民工支前，15 名区级以上干部南下、北上，10 余万妇女纺花、织布、做军

鞋，达 7500 件以上。他们的口号是，“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解放军打到哪

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一段红红火火的冶炼史诗留给中国。以荫城为龙头的冶铁、制铁，堪称中

国手工业的一个典范。它具有几个特征：一是历史悠久，远溯至春秋；二是长

盛不衰，历史传承完整；三是冶炼和交易规模惊人，明清时达到过高峰境界，

上党地区多个县的冶炼受到其影响；四是在当时市场经济并未全国统一的情况

下，荫城铁器创立的市场规模已经超乎想象，辐射到海内外。荫城铁器成就了

潞泽商人，也写下了北中国冶铁手工业极辉煌的一页。在此方面，中国形成的

市场格局大致是：南有广东佛山，北有山西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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