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山西省太原市被授予“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太原汾河公园、荣获“迪拜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 

城西水系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迎泽区是省城太原的商贸中心； 

山西晋祠博物馆国家 AAAA 级旅游景点； 

中国煤炭博物馆国家 AAAA 级旅游景点； 

杏花岭区堪称太原城中的园林之最； 

龙山石窟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窟，被专家传为世界之最； 

晋阳古城遗址被列入中国十大遗址保护范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多福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晋阳湖被称为是华北最大的人工湖，素称“中国北湖”； 

世界上采用水中倒土筑坝技术建成的最高土坝工程 1961年 6 月竣工的汾河水库    

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台拖拉机 1950年 12月山西省机器公司仿美国克拉克型拖拉机试

制成功抗美援朝号履带式 25 马力拖拉机。    

中国第一炉不锈钢 1952 年 9 月，太原钢铁公司第三炼钢厂炼出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    

中国第一座棉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1954 年建成投产的经纬纺织机械厂。    

全国第一个车轮厂 1958 年 6 月 2 日开工生产的太原铁路局车轮厂。    

全国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 1966 年国家第八机械工业部将国内自行设计的第一代东方

红拖拉机 30型定点给山西试制，山西省于 1969 年试制成功第一代东方红拖拉机并通过部级

鉴定。    

全国第一台 3000 马力燃汽轮机车 1969 年 12 月，山西省大同机车厂试制成功全国第

一台“长征型”3000 马力燃汽轮机车，为中国铁路牵引动力的革新开创了新路。    

全国规模最大的乡镇制醋企业 1976年创建的山西省清徐县第二醋厂，年产醋 5000吨，

是全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乡镇企业专业醋厂。    

全国第一台挖掘机 1977 年，太原重型机械厂研制成中国第一台 10 立方米挖掘机。    

全国第一套高速线材精轧机 1982年 8 月 2 日，太原矿山机器厂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套

高速线材精轧机，为中国冶金轧材技术填补了一项空白。    

全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铁路 1982年 9 月 29 日，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王克文和铁道



 

部副部长李森茂为石太线双线电气化通车剪彩。    

亚洲最大的氧化铝厂 1983 年 7 月 1日正式开工生产的山西铝厂。    

亚洲规模最大的制凹版厂 山西省运城地区制版厂。    

首创中国“输精管可复性注射栓堵法” 1984年，山西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赵生才等完

成“输精管可复性注射栓堵法”科研项目，为国内首创。中国医学科学院专家委员会鉴定：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 1993年 5月 22 日，山西省最大的水利工程项目，万家寨引黄

入晋工程奠基。这是一项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水利工程。    

全国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的露天煤矿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全国第一个特大型矿井 1984年 12月 6 日，中国第一个年产量为 500 万吨的特大型矿

井大同四台沟煤矿正式开工兴建。    

全国最长的复线电气化铁路 1984年 12 月 30日，中国最长的一条复线电气化铁路北

京丰台经河北沙城 到山西大同的铁路全线通车。该线全长 379 公里，是晋煤外运的重要通

道。    

全国第一个反映汉民族民俗风情的博物馆 位于襄汾县城南 5 公里处的丁村民俗博物

馆，筹建于 1985 年，同年 11 月 10日正式建成开馆，是中国第一个建立的反映汉民族民俗

风情的专题性博物馆。    

全国最大的白酒生产基地 1986年 1 月，山西省杏花村汾酒厂一期扩建工程竣工，使

其成为全国最大的名白酒生产基地。    

全国最大跨度的黄河索道桥 1986年 7 月 28 日，我国最大跨度的黄河索道桥，在山西

省平陆县南沟村与河南省渑池县白浪村之间的黄河上架设成功。    

全国第一个煤炭博物馆 中国第一个煤炭专业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于 1989年 10月 1

日在太原落成开馆。    

谷子营养品质遗传规律的研究 1990年 7月 23日，山西省农科院作物遗传所攻克的“谷

子防秕增粒技术”通过农科委鉴定，这一理论的创立填补了中国谷子栽培学上的一项空白。    

全国最大的系列奶粉、饲料包装企业集团 组建于 1991 年的山阴古城乳品企业集团。    

全国单产最高的大豆品种 1993年 3 月，山西省农科院作物遗传研究所李廷泉等人研

究完成大豆新品种“晋豆 11 号”。    

世界最大的燃烧无烟煤电站 山西省阳城电厂 。    

世界上最大的桥式起重机 《科技日报》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

座重型机器厂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重）为中国三峡工程水电站研制的世界最大、



 

质量最好、整体技术性能最先进的两台 1200／125t 桥式起重机（2001 年）8 月 20 日在太重

试车成功。    

全国最大的杨树基因库 1994年 7月 8 日，怀仁县金沙滩建成全国最大的杨树基因库。

该基因库是山西杨树局与德国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开展的杨树育种合作项目，1984年实施，

已收集杨树优良品系 900 多个，包含了全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杨树。    

亚洲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1995 年 8 月 18日，亚洲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经纬

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它是山西省和全国纺机行业第一家在香港上市发行 H 股的企

业。    

全国最大的红枣生产基地 山西省临县把发展红枣作为全县人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支

柱产业来抓。1995 年，全县红枣总产达到 6500万公斤，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枣生产基地县，

仅此一项，全县人均收入 260 元。    

全国最大的特殊钢生产基地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

联合企业之一，是全国最大的特殊钢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厂家和惟一批量生产

电工纯铁的厂家。    

全国最大的炼焦煤产地 全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是山西省西山矿务局。该矿位于太

原市西 15 公里处，探明储量为 181.4 亿吨。    

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 太旧高速公路，西起省会太原，东至与河北省毗邻的省界旧关，

穿越太行上，施工难度极大，于 1996 年 6 月 15日全线通车，全长 144公里，这是打开山西

东大门的第一条现代化的交通要道。    

山西省贯通南北的高速公路 大运高速公路，北起大同，南至运城，全长 666 公里，纵

贯山西全省，于 2003 年 10 月全线开通，它是山西省叶脉型生产力布局框架的主脉和脊梁。    

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地 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是山西省阳泉矿务局。该矿务局是

国家首批确认的特大型企业和全国 500 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全国民营企业第一大钢铁厂 位于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境内的山西省海鑫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的铁厂，是全国乡镇企业第一大钢铁厂。年产 260 万吨铁、260 万吨钢、220 万吨钢材。    

全国最大的优质动力煤产地 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是全国最大的优质动力煤生产基地，被

称为“煤海”。煤炭储量为 375.8 亿吨，所产煤炭供应着全国 1500 多个企业，3700多家用

户，并远销海外。    

全国最大的铜矿 全国最大的铜矿是山西省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该公司位于山西省南

部垣曲县境内的中条山腹地。该矿资源丰富，蕴藏有 46 种矿产，是国内最大的地下开采铜

矿山。    



 

山西省也是中国矿难发生最多的省份，每年至少有 200 位小朋友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

亲。    

世界第一的引水隧洞 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中的南干 7＃洞（单洞）长 43.5公

里，比挪威“伦达思”工程的引水隧洞（28.5公里）还长 15 公里，比英吉利海峡地下隧洞

（36 公里）还长 7.5 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引水洞。    

国家“西电东送”大型工程神头河曲三个项目 2002年 8月 20 日，国家“西电东送”

北通道神头河曲三个项目正式开工。    

山西文物独占 8 项全国之最。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核查工作 2006 年全面完成，结果显

示，山西现存地面不可移动文物 3.5 万余处，文物资源拥有 8 个全国之最。山西已公布的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共有 6781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119 处，数量居全国第一。 

 

第二章 太原概述 

 

太原（Tàiyuán）是山西省的省会，濒临汾河，三面环山，自古就有“锦绣太原城”的

美誉。太原是山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通、信息中心，是以冶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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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北方最著名的历史名城之一。现在，太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冶金、机械、

化工、煤炭工业为主体，轻纺、电子、食品、医药、电力和建材工业具有相当规模，工业门

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中文名称： 太原  

外文名称： Taiyuan  

别名： 并州，晋阳，龙城  

行政区类别： 省会城市  

所属地区： 中国华北  

下辖地区： 杏花岭区，迎泽区，万柏林区  

政府驻地： 杏花岭区  

电话区号： 0351(+86)  

邮政区码： 030001  

地理位置： 北纬 37 度 52 分，东经 112度 33 分  

面积： 全市面积 6,988平方千米  



 

人口： 350.18 万(2009年)  

 方言： 太原话  

气候条件： 温带温带季风性气候  

著名景点： 晋祠，天龙山石窟，永祚寺，纯阳宫，崇善寺，窦大夫祠，龙山石窟  

机场： 武宿机场  

火车站： 太原站  

市花： 菊花  

市树： 槐树  

现任市委书记： 申维辰  

现任市长： 张兵生  

设市： 1947年  

太原市（英语：Taiyuan）。山西省省会、国家园林城市。中文太原简称“并”，别称并

州，古称晋阳，也称“龙城”。 

辖区：10 个。太原共辖 6 个区、3 个县、1 县级市。  

面积：总面积 6988 平方千米，市区 1460 平方千米，建成区（2008）238 平方千米。   

行政区划代码：140100 

时间：北京时间（中国标准时间）。 

市徽：1985年 4 月 15 日，太原市徽正式诞生，是新中国的第一枚市徽。太原市徽图案

内容为双塔、“并”字、煤层和火焰，象征太原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煤炭资源丰富的能源重

化工基地的中心城市和四化建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简称国际煤炭博览会）从 2007 年起，每年定期在太原

举行（2009年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并改名为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2008 年世

界自行车 BMX（小轮车）锦标赛和女子摔跤世界杯在太原举行，山西国际面食节、晋商文化

艺术周、新晋商大会等文化活动也定期在太原举行。 

地理环境 

迎泽大街、南内环、龙城大街夜景太原位于山西省境中央，太原盆地的北端，于华北地

区黄河流域中部，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河谷平原，全市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呈簸

箕形。地处南北同蒲和石太铁路线的交汇处。海拔最高点为 2,670 米，最低点为 760 米，平

均海拔约 800 米，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30′—113°09′，北纬 37°27′—38°25′。区

域轮廓呈蝙蝠形，东西横距约 144公里，南北纵约 107 公里。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横贯太原市全境，流经境内约 100 公里。市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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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行山阻隔，西有吕梁山作屏障，坐落在两大山脉间的河谷平原上。 

气候环境 

太原市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昼夜温差较大，无霜期较长，日照充

足。年平均降雨量 456毫米，年平均气温 9.5℃，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 6.8℃；7月份最

热，平均气温 23.5℃。全年日照时数 2808 小时。  

太原市地处大陆内部，距东部海岸线较远，其西北部为广阔的欧亚大陆腹地。在全国气

候区划中，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类型。气候的形成主要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理

环境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太原地区所处的北半球中纬度地理位置和山西高原的地理环境，

使之能够接受较强的太阳辐射，光能热量比较丰富，在农业光能利用划分上属于高照率范畴。

同时，受西风环流的控制及较高的太阳辐射的影响，又使其气候干燥，降雨偏少，昼夜温差

大，表现出较强的大陆性气候特点。冬季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控制，夏季受东南海洋湿热气

团影响。随着季节的推移，两大气团在太原上空交互进退，此消彼长，发生着规律性的周期

更替，形成了冬季干冷漫长，夏季湿热多雨，春季升温急剧，秋季降温迅速，春秋两季短暂

多风，干湿季节分明的特点。太原地区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气候区域，

既表现出清晰的垂直变化，又具有一定的水平差异。 

行政区划 

太原位置及行政区划图太原市现辖 6 个市辖区、3 个县，代管 1 个县级市。即：迎泽区、

杏花岭区、万柏林区、尖草坪区、晋源区、小店区六个区，清徐县、阳曲县、娄烦县三个县，

古交市一个市，和 2 个国家级开发区（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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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2镇 61 乡和 50 个

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驻新建路，全市总面积 6988 平方公里。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太原，是一座具有 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2003 年迎来了她建城 2500 周年的

辉煌庆典（公元前 497—2003 年）。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而闻名天下。

太原很大很大，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相比，包括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杭州、苏州、开封、

洛阳在内，都毫不逊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盛赞太原“天王三京，北都其一。”“雄藩巨镇，

非贤莫居。”历史文化是古城太原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太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晋祠”园林，称得上是华夏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建于明代的永祚寺，“凌霄双塔”是

我国双塔建筑的杰出代表；龙山石窟是我国最大的道教石窟，被专家传为世界之最；始建于

北齐、毁于元末明初的蒙山大佛，堪与巴米扬大佛和乐山大佛相媲美！此外还有隋末唐初建



 

造的佛教名刹崇善寺和富有民族特色的道教寺宫纯阳宫、多福寺等文物古迹。 

历史发展 

在 2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太原故国、北朝霸府、天

王北都、中原北门、九边重镇、晋商故里……“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只要

来过太原的人，都会深深地陶醉在它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中。  

太原形胜 

在晋祠，太原灵脉在晋祠。“叔虞百里，居之河汾。帝刻桐叶，天书掌文。礼以成德，

乐以歌薰。天子无戏，唐有其君。”这是南北朝时期流落北国的大诗人庾信写的一首《成王

刻桐叶赞》。诗中描述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叔虞

施政有方，国富民强。叔虞传位于其子燮父，燮夫见晋水之源奔流不息，哺育人民，遂改国

号为“晋”，这便是晋国的由来。  

因为在上古时代，太原曾经是唐尧故国，隋末起兵于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得天下

以后，把新兴的国家命名为“大唐”，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直到今天旅居海

外的华人，都以唐人后裔为荣，甚至把大片华人聚集地命名为“唐人街”。追本溯源，唐文

化的发祥地就在山西太原。   

太原，是我国北方的文明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交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证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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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太原的肇始者台骀，因治理汾水、开拓了太原盆地，被尊为“汾水之神”。鲁昭

公元年(晋平公十七年，前 541 年)，晋国荀吴率兵北征，大败占据今太原一带地区的无终及

赤狄别族咎(音皋)如，太原地区始入于晋国版图。春秋末期，晋定公十五年（前 497 年）

显赫于世的晋阳古城问世于汾河晋水之畔，迄今已有 2500 年的历史。晋阳古城在战国初期，

曾做过赵国的都城 72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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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并州刺吏部设治晋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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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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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高洋父子坐镇太原、遥控朝政。隋代，太原是全国的第

三大城市，地位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强盛的唐王朝就发祥于太原，因晋阳古有唐国之称，李

渊父子定都长安后，遂以“唐”为国号。唐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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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三京”，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



 

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发迹于晋阳，或以此为国都，一时间太原名声显赫于举国，传

为“龙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光义灭掉了以太原为都的北汉政权，最终

统一全国。由于憎恨太原军民对宋军的顽强抵抗及恐惧太原“龙城”的美誉，遂下令火烧晋

阳城，又引汾、晋之水夷晋阳城为废墟，一座历经 1476 年悠久历史的古城遭到了彻底的破

坏。三年之后，新的太原城在距古晋阳城北四十余里的唐明镇重新崛起。嘉祐四年，设太原

府治。金、元时代，太原城饱经战乱。元代，置太原路。明初，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棢为晋王

于太原，遂因此扩建太原城，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明、清两代，太原经济迅速发展，其

矿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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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朝，置太原府，府治在阳曲县。1912年民国建立后废府，存阳曲县，山西省

省会设在阳曲县。1947年，析出阳曲县城区，单独设置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省会。1949 年

解放后，太原市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驻地，山西省辖市。1951 年原属汾阳专区的晋源县撤

销，并入太原市。1958年原属忻县专区的阳曲县和原属榆次专区的清徐、交城 2县撤销，

并入太原市。1960 年复设阳曲（驻黄寨镇）、清徐（驻清源城）2 县。1972 年将吕梁地区所

属娄烦县划归太原市。至 1996 年，太原市辖古交一个县级市，清徐、阳曲、娄烦三个县，

市区分南城、北城、河西、南郊、北郊五个区。1997年 5 月 8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7]33

号）撤销太原市南城区、北城区、河西区、南郊区、北郊区，设立太原市小店区、迎泽区、

杏花岭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遂形成今日的太原市行政区划。 

称谓由来 

原，指宽广平坦的地形，若平原、高原、草原、沙原、苔原者然。我国最早诠释词义的

专著《尔雅》说：“广平曰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毛

泽东《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皆“原”之妙用。太，古通“大”，如太宰亦

作“大宰”，太子亦作“大子”；大、太也有差异，太者大加一点，犹言比大还大，表示大之

不尽，或谓很大、极大。我国最早记载“太原”的文献，首推《尚书·禹贡篇》和《毛诗·小

雅·六月》。前者是为“既载壶口，治滩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后者则为“薄伐严狁，

至于太原”。前者所谓壶口，即迄今闻名于世的吉县西黄河壶口瀑布，梁、岐是吕梁山于不

同地段的不同称谓，岳阳为太岳之阳（南），都说的是当今晋南，显然指的汾河下游广袤平

川地区。后者据顾亭林《日知录·太原》条，则在今甘肃平凉为中心的泾水上游平川地带。

《禹贡》太原也罢，《六月》太原也罢，显然都已超逾当初《尔雅》地形名——通名而进入

地区名——专名了。诚然，这类“太原”系作为地区名出现，还不是建制名。 



 

第四章 文化艺术 

   

莲花落 

莲花落（lào）（也称为“莲花乐”）太原惟一的地方曲种，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曲艺艺术，

流传于城市乡村，它那雅俗共赏、妙语珠连、脍炙人口的艺术魅力倾倒了无数的男女老少。

四十年来，它不仅以浓郁的太原方言与传统的晋唐文化跻身于中华古老民族文化的大花园

中，而且其艺术奇葩的灿烂光彩再现了黄河文化雄浑古风。无独有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一

位土生土长的太原传奇人物曹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莲花落的说唱词，基本上是七言四句为一段，全用太原方言来合辙入韵。表演之时，先

扣大竹板，间配小竹板，打板三巡之后，开始说唱，以唱为主，间以夹白，边唱边说，抑扬

顿挫，尾音稍长。   

 时下的太原莲花落，不仅有七件子伴奏，而且发展到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伴奏。主要乐

器有三弦、扬琴、二胡、木鱼等。当年的莲花落极不注重表演，仅是边说边唱。这是因其早

年为街道表演的形式所决定。自从解放搬上舞台后，已经注重于身段和动作的表演，与昔日

不可同日而语。 

太原秧歌 

太原秧歌是流行于太原市郊区的一个民间地方戏曲剧种。  

早期的太原秧歌是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的地秧歌，载歌载舞，形式内容非常简单，多在

节假日和祭祀的时候活动，而且只有男演员演唱或男扮女装表演，伴有简单的锣鼓。之后，

大约发展到清代中期，太原秧歌由载歌载舞的地秧歌搬上了舞台。这个时期的剧目虽然简单，

但已经有了生、旦、丑、末等行当。  

在太原秧歌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丰富自己，曾经向中路梆子学习了不少表演技艺，并且

移植了很多演出剧目。剧目的增多和表演艺术的不断提高，使它在广大农村中产生了很大影

响，出现了一些卖台口搞营业的半职业班社。据调查，曾经有 70 多个太原秧歌班社，经常

在外演出的就有 30 多个。   

战争对民间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战争年代很多秧歌班社都停止了活动，很多剧目

失传，艺人也都改行做了其他，动荡的社会给这一艺术生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新中国成立



 

的一把钥匙；它的高度是 49424 米，这是一组意味深长的数字：1949年 4 月 24 日，人民解

放军攻克太原。  

太原战役于 1948年 7 月打响。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困守的太原已彻底成孤

立之岛。然而，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在太原城周围“百里防线”之内，修筑了形形色色的

碉堡 5 千多个，在城内街头巷尾也筑有堡垒。城东之牛驼寨、窑头、淖马、山头，城东北

之卧虎山，城东南之双塔寺等要点，都筑有以碉堡群为骨干的永久性的工事，成为阎锡山固

守太原的主要屏障。有一个美国记者曾写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

惊，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网。”

阎锡山还不断叫嚷“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  

东山是太原城的咽喉之地，更是阎军守备太原的天然屏障，阎锡山自诩“足抵精兵十万”。

徐向前总司令员借用阎锡山的比喻“太原地形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

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指出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整个东山就会被我军控

制。这是一场战争史上罕见的恶战，阎军冲上去又退下来，我军退下来又冲上去，弹如雨下，

血肉横飞。如此反复，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我军完全攻占四大要塞。在另一条战线上，

我军积极策动国民党第 30 军军长黄樵松起义，后因其部下第 30 师师长戴炳南出卖，未能

成功。为保护太原 3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央军委曾多次指示太原前敌委员会，争取

和平解放太原，但守敌不听劝告，继续顽抗。 1949年 4月 20 日凌晨，我军开始发起对太

原的总攻。 4 月 24 日凌晨 5 时半，我军以 1300多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发起猛烈

轰击，经过 4 个半小时的激战，红旗插上梅山的绥晋公署顶上，太原宣告解放。太原战役是

解放战争城市攻坚战中解放军参战人员最多，伤亡人数也最多的一场战役。据统计，在解放

太原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人数达到 4.5万人。  

第五章 旅游景点 

晋祠 

在太原市西南 25 公里悬瓮山下晋水发源处。始建于北魏，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

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叔虞封唐，子燮因晋水更国号，后人因以

命祠名。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 17 度，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亭中有

唐太宗撰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序》。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隋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

隋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与长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

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周洪山 

周洪山,原名周公山，位于县城北部 7.5 公里处，海拔 1767 米。登临山顶，能够俯瞰周

围数县之境貌。《永乐大典》载：“周洪山，石峡外，娄烦西。西北十里，有渥洼泉，汉武帝

得神马于渥洼水中。”山顶普净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寺内有大雄宝殿、观音殿、文殊殿、

龙王庙等殿堂。山腰有明代高僧辉天和尚墓塔。每年端午节与农历七月十五日，周洪山要举

办传统庙会。周洪山也是明末清初李述孔、李宗盛领导交山农民军的主要根据地。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土地 

市境 6988 平方公里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为辅。土壤贫瘠，中低产田多，

旱地、坡地占耕地总量的 67%以上；宜农荒山、荒坡等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 24.8万亩，

为 1996 年耕地总量的 10.2%。人均占有耕地 0.67亩，在山西省 11 个地市中人均耕地面积

最少，低于全省 2.21 亩的人均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 0.795亩最低警戒线。 

域内土地资源的自然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南郊区、北郊区和清徐县的沿汾河两岸冲积平

原区，地势平坦，土、水、热条件较好，为重要的农业区，但人口密集，土地资源不足；阳

曲县土地资源丰富，但地理环境差，干旱少雨，生产效率低下；古交市、娄烦县土地资源较

多，但地势起伏大，气温低，水、土、热条件不好，并且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资源利用较差。 

水资源 

太原市属水资源严重不足地区，是北方最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6.6 亿立方米 ，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202 立方米，仅为山西省人均占有量的 38.5％，全国人

均占有量的 11.9％，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7％。大气降水是太原市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但

降水和径流年内、年际变化大，分配极不均匀，在遇到连续干旱和多年枯水时期，水资源紧

缺问题更为严重。地下水是太原市的主要供水源，占总供水量的 75％以上。全市平均年超

采地下水资源量为 1.1299 亿立方米，平均日超采量 31.0 万立方米。严重超采导致区域地下

水位持续大幅度下降，降落漏斗不断加深和扩大，含水层被逐渐疏干，大批中浅井报废，并

引起了地面下沉、水质恶化等一系列水环境问题。即使过量超采地下水，市区日缺水量仍达

20 多万立方米。在城区 140 平方公里的自来水供水范围内，有 42 平方公里的地区长期实行

间断供水或低压供水，很多企业因缺水而停产或半停产，农业灌溉被迫引用大量污废水。缺

水，已经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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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矿藏堪称丰富，主要有铁、锰、铜、铝、铅、锌等金属矿和煤、硫磺、石膏、钒、

硝石、耐火粘土、石英、石灰石、白云石、石美砂等非金属矿。在矿物资源中以煤蕴藏最丰，

铁矿次之，石膏居三。山西以盛产煤而有“煤海”之称。太原处在“煤海”中部，地质上称

太原的煤藏为“太原系煤”，储量居全省第七位，是山西煤炭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太原系

煤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煤种齐全，焦煤、肥煤、瘦煤、贫煤、气煤、无烟煤应有尽有。铁矿

储量较为丰富，分布亦较广，主要类型为沉积变质型、接触交代(矽卡岩)型、沉积型，锰铁

矿储量较少。非金属矿中石膏矿是太原第三矿产，石膏以其质地优良驰名全国。 

植物   

太原植物区系含有种子植物、蕨类植物、苔藓、地衣、藻类和菌类，具有植物资源丰富、

植物起源古老、单种属植物较多等特点。许多植物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广泛的用途，为太

原市的科学研究、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植物资源。 

动物   

据 1987 年普查，太原地区野生动物资源，有鸟纲 16 目、37科、173 种。其中，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四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27 种、中日保护候鸟 80 种、山西省重点保护鸟类 8

种；哺乳纲 6 目、17 科、42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兽类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兽类 5 种、山

西省重点保护兽类 3 种；爬行纲动物 3 目、4 科、8 种；两栖纲 1 目、2 科、5 种；鱼纲 2

目、4 科、21 种；甲壳纲动物 1 目、2科、2 种；昆虫纲 13 目、70 科、177种；蛛形纲 2

目、3 科、10 种。 

第七章 美食特产 

太原玉雕： 

太原玉雕历史悠久，雕刻工艺精致、细腻，所用原料石质精美，产品品种多样，它既是

太原古老文化的象征，又是太原人民智慧的结晶。 太原玉石资源丰富。太原玉雕，就是根

据天然玉石资源因料取材，因材施艺，在玉雕大师们的精工刀刻下形成了色、形、态俱佳的

工艺美术品。  

太原仿古铁器： 

太原仿古铁器是太原古代冶金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太原晋祠宋铸铁人名闻中外，就是太

原古代冶金技术高超的最好历史见证。近年来，太原北城区金属工艺厂以优质生铁作原料，



 

邢黄牛腐干  

邢黄牛腐干是太原老字号“五友号”的邢黄牛师傅在 50 年代初制作的名盖全省的豆腐

干。其特点是在制作过程中选料严格，配料考究，制作精细，产品的色、香、昧、形均优于

其他生产字号。所以，起名为邢黄牛腐干。1956 年“五友号”合营到太原酿造厂，邢黄牛

腐干被定为太原市的名特产品。 

腐干是太原名产“三腐”产品之一（即：腐酱、腐乳、腐干）腐干又有：名腐干、五香

腐干、号干、菜干、邢黄牛腐干等。色泽深褐光亮，表面有布纹，断面呈杏黄色，撕开有斜

茬，食之肉筋，鲜美清香是邢黄牛腐干的特点。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校徽山西大学，地处山西省省会，千年古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太原市，是一

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前身是 1902年 5 月 8 日开办的山西大学堂，

2005年 5 月山西大学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大学。学校设有哲

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全部学科

门类 

学校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 92 号   

邮政编码：030006 

学校简介 

山西大学地处山西省省会，千年古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园林城市太原市，是

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1902年 5月 8 日，在令德堂（1883）基础

上，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办，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一道开创

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山西大学校门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2005 年 5 月

山西大学成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大学。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

山西大学形成了“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文化传统和“勤奋严谨、

信实创新”的优良校风。  

山西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是山西惟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全部学科门类。校本部设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