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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中华吴族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发展到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第 7 个年头的时候，又书写下了震蜷世界的薪的一

页 D 我国政府颇利镜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百年国耻，得

以洗雪 z 党的十五大基重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

指导思想，做i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

世纪的战略部署，选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梅新的党中央机

构。这次大会作为一座丰伟的里程碑，将在我们党和国家

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

化、交通、信息的中心，近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

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市人民，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局亩，全面实现了"八五"计划指标，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 1995 年 .00 内生产总值达到纽0.06 亿元，

比 1990 年增长 80.7% ，年均增长 12.6% .人均嚣内生产

总值达 8584 元，增长 66.4%0 工业经济适应能力费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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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高，以

水、路、气、热为重点，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火车站裔架候车室、飞机场候机楼、南北出口路、

居民住宅小区等一大拉重点项自竣工并技入使用。人民生

活进一步改善。 1996 年是实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的第一年，太原市全萄落实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方

针、政策和多项任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集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91. 8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2.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元达到 10235 元，

地上年增长 10.7%。经济建设上了新台阶，各项社会事

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原市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加速发展时期。

1997 年在太原历史上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改革开放

和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突飞猛进，继 1996 年迎泽百大街打遣、东山过境高速

公路建成、大运公路南北出口遥车后，在全市人民欢庆党

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和庆祝建国 48 周年之际，市委、市政

府向全市人民承诺的今年办实事主要项目:改造迎泽大替

和滨河东、西路的"一桥两路"工程胜利建成通车o 自

此，作为大原市城市主轴线的宽 70 米，长 10 公里的速泽

大街变得更加美商壮观，展现了古城大原生机勃勃的风

绽，一条象征太原经济腾飞的重龙正以新的雄姿，在纽7

万人民的奋力推动下，从晋陪大地跃起，奔向美好的 21

世纪。此时，我们又得知全面反映太原历史、现状概就的

《龙城太原》系列丛书再族的消息，心情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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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太原》系列丛书共十二册，分别从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教育、城建、交通、历史名人、名土特产、

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十多个方亩，比较全苗、系统地介

绍了太原 o 1991 年白山西人民出版社出放后，深受吕内

外来宾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是一部容量较大，可读

书性较强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太原的好教材。这次

再版，各位作者对原书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尤其是反映太

原经济的《古都腾飞).反映太原城市建设的《唐明新

姿).反映大原物产资源的《神秘的黄土地》等几部集子，

都对本书下限作了科学、合理的廷神，自 1989 年延至

1996 年。装帧设计，印刷质量，也更加精美。值此丛书

再放之际，我们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表示衷心的祝贺O 希望此套丛书，为太原的经济建设和旅

潜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积极作屑 z 希望此套丛书成为国

内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了解太累、认识太原的一个窗口。

山西省副省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 和管友

中共大原市委副书记、太原市市长 衍鱼

太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多桥路

政博大原市委员会主席多V号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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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东畔，在富饶的晋中盆地北缘，有

一座东西北三百环山，汾湾纵贯其中的古城。它就是山西

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交通、文教、科技和信息的中

心城市一一太原。

太原，是我国发展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有着悠

久的历史，璀嗓的文化和发达的经济。闻名的古交、李家

社、河口、石千峰 113 石器文化告诉人们:旱在十余万年以

前，太原的先哲侣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的黄土

地上，创造了太原的早期文明:灿烂的义井、阁家沟、大

井略、先社、东大堡以及山城费等多处新石器文化，都生

动地揭示出约在六千多年前，太累的汾河谷地，已经是一

令人口较密，经济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的部落区域。尤其值

得一捷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大原南郊许垣村一带发现

的"许垣翠文化"，为大露的发展史添补了空白 o 这个反

映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址，与迄今发现约黄河中、下潜商代

文化，相互印证，躬树一帜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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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的城市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问世于周季的

梗阻邑〈今清徐清源镇〉、孟邑〈今/Il3曲大孟镇) ，锯起于春秋

的晋阳古城(今太原南郊晋源镇一带) ，以及创建于北宋初

太平兴雷年间的太原古辙〈今太原城区) ，都曾是历代太原

郡、太原国、并州、太原府、山西行省乃至祖国北方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交通的中心与枢纽。有"年谷拉熟，人庶多

资"，"经济富靡，人才辈出" "控带出河，踞天下之肩背"的

美誉。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强盛的唐王朝以及割据的五代

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以大原为陪都，或发祥

于太原，或建都于此，以至素有"龙城"的别称号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原是一个觉醒较早的城市，有着光

荣的革命斗争史，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中 E共产党早

期活动家、革命先驱离君字，亲自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太原第一个共产党小经 z 题恩来、刘少奇、彭真、徐向

前、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所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和生

活，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太原，物华天宝，资源丰泽，煤炭开采，领铁冶炼，陶瓷

烧制，年代久远，闻名遐运。近代以来，大原也是一个工业

发展较早的城市，基础工业比较雄厚。但是由于地理和历

史的自素，城市比较闭塞，经济发展十分缓'攫。'

公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城太原发生

了深刻的军变，尤其是 1979 年以来的十多个年头中，太原

迎着改革大潮的涛声，大步踏上振兴之路。政治上的安定

团结，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这座古老前城市青春焕发，日

新月异，创造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无可比载的辉煌成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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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冶金、机械、能源、化工为支柱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能

源重化工基地的中心城市，国吴经济实现了社会总产值、望

民生产总值、工业利税总额、建筑业总产值、运输邮电业总

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出口商品供货总值、地方财政收

入、城乡居民人均购买力、城市建设技资等 10 个翻番。一

个崭新的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迅跑。

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更多的嚣家认识大

原、了解太原，为了让大原的 260 万人民进一步热爱太

原、建设太原，为太原椅改革开放，经济援兴增砖添瓦，

瑞武、荷夫同志，利用工作之余组织和联系有志于此的一

些离志，从太原的历史、太原的经济、太原的物产资源、

太累的城市建设、太原的交通事业、太原的教育、太原的

历史人物、太原的民俗风情、太原的街巷演变、太累的文

物古迹、太原的名土特产、太原诗文集粹等 12 个方 W.

编辑和撰写了"龙城太原"系列丛书。值此付梓之际，我

们祝贺这套丛书的持世，并希望它成为国内外朋友认识太

原、了解大原的一个窗口，成为太原人民热爱太原、建设

大嚣的一个动力 o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太原市委书记

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

太原市市长

孙英

孟立正

199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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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域，交通运输、邮政电

信有其先辉而灿煌的历史。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太原的

交通运输、邮政电信茄尽了兴衰枯荣。

靖炀帝征T十万开埠著名的"东官道"，开创了太原

道路交通史的先河。唐朝，以太原为中心的道路交通商已

经形成，极盛的唐驿干线已是胃远八达。宋元时期，连年

不断的战争对道路交远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喝椎动作用，太

原的道路状况得以显著的改善，车辆制造求也自新月异。

明清时代，太原手工作坊的繁荣、煤炭矿石的开采，冶炼

铸造业的兴旺，触发了交通、邮电业的大变革，铁路运

输、新式邮电相继在太原萌生。民国时期，汽车运输、航

空运输的出现，标志着太原的运输业已进入了发达的行

列。新中爵诞生后，太原人民经过四十年的奋斗，迎来了

交通运输、邮政电信现代化的春天。以铁路、公路、拉空

三种运输方式组成鸪运输网络和以邮政、电报、电话组成

的部电通信离络韭已形成，使太原获誉山西交通枢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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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成为多种运输方式的汇聚点，旅客、物资、信息等流

通的必经之地。

如今，一睹那纷呈眼前的太原铁路运输兴旺发达之

势，公路运输繁荣昌盛之景，民航运输蒸蒸哥上之态，邮

电事业阔步前进之姿，尤惑欣慰口这本小册子，正是力茵

通过对太原交通邮电历史的沧桑变幻，去迹来琼，古貌今

容以及与它有关的历史踪迹、名人轶事、传说趣再加以描

述，使人衍了解太原交通部电的演变和现状，引起人们对

它的兴趣，启发人们对它的重视，意识口

圈子我们有限的水平，如之占有资料有限，失说疏漏

一定难免，不到之处尚望读者谅解和周全。

律者

1蜘年 11 月 24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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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道三晋寻

古道沧桑

提起太原的吉逞，早在富汉时期就有记载。那时，太

原郡就有了东经井延至真定〈今石家庄东北)，南经河东

达关中，北可直达雁门的黯路。公元前 201 年，匈奴占据

"河离.. (今内蒙f可套地区黄河以南〉地带，包噩马邑〈今

出西拐县).引兵南选勾注〈出名，今太和岭-带)，进攻

晋陆(今太原西南〉。民离祖刘邦率军亲征，大数每奴兵，

一直追到j平城(今大同市东北)，中了匈奴的计谋，一度

被围困而不得出。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太原至

履门出塞外的道路上。西汉时期的这些道路，虽然能通铁

轮车，但是，这些道路不是专门修筑的，而是人们在生

产、生活中经常出人往返，久经践踏，自然形成的。

太原道路真正的兴起是在隋代。隋朝以前，晋南城外

还没有正趣的、官方修筑的宫道〈公路)，人们只能依靠

步行或科用牲畜等原始交通工具，沿着踏步形成的自然道

路相互往来。公元 605 年，曾为晋王的精筋帝杨广即位

后，大兴土木，开始扩建其"龙兴"之地晋南城。与此同

时，由于军事和对外联络的需要，隋揭帝决定首先打通东

. 1 . 



出太行山的道路。在公元创7 年，他征集河北十余个郡的

数万丁勇，开凿太行山盟i井州的道路〈当时称驰道〉。这

就是著名的"东官道"。太原的公路即由此发端，逐步发

展起来。

到了唐代，太原已成为山西政治、文化和交通的中

心。为了防止突厥、回绝的离蟹和西扰，自东部西，设有

四大军事重镇。在黯州〈今北京地区).置范阳节度使 z

在太原府，置河东节度使 z 在灵州〈今宁夏境内).置费

方节度使z 在凉知，1 (今甘肃武威地区).童河西节度使。

灵州与太原位患其中，为国都长安之北方屏障，两者与长

安阔的道路，成为南北交通的两条主要干线。唐中叶以

后，灵然南北常为吐蕃所侵掠，灵州一道不能畅通。河北

三镇叛服无常，太行东麓的驿道交通也时常阻隔口所以由

提安北至回乡乞就只有走太原一道。而东北往幽州等地，也

往往走太原出雁门这条路。唐代诗人王建诗..水北金台

路，年年行客稀，近闻天子使，多取雁门归"写出了当时

的情形。可觅，太原在唐代陆路交逼上的特殊地位。

唐代以太原为中心逮往各地的主要道路情况大体为=

遥北塞的道路、通关内道的道路、通部离的道路、通河北

的道路、遥长安的道路。太原通往京都长安的道路，以太

原为起点，沿扮水湾谷商下，再循辣水撞黄河，沿渭水北

岸西行。郎自太原经晋州〈今临褂县〉、缝知I (今新络

县) .至龙门或蒲津渡河而至长安。公元 617 年，李渊起

兵太原，进攻长安，唐开业五年〈公元 717 年) .日本僧

人圈仁从五台山抵长安都是走的这条路。

太原通北塞的道路有 4 条，即太原室出雁门关至单于

都护府道皇太原西北沿汾水河谷出安瘸关遵喜太原经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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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幽州的道路z 太原出代州雁门关通云州的道路。

唐代关内道在今模西、内蒙古两省〈区〉的交撞地

区。太原通关内道的路有 z 太原至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

县西南);太原至麟州〈今陕黯神木县北);太原经褂州至

绥州喜太原经晋州至延州(今延安北);太原经营州至丹

州〈今陕西省宜J 11 县〉。

太原通商南的道路是经现在的太谷、武乡、襄垣、离

平、晋域，从晋城富商至天井关，越过太行山即达怀州

(今河南沁阳县).从怀州南行到两阳，搜黄商再西就是洛

阳 c 唐开元十年和二十年，玄宗两次由东都花上到北部太

原巡察，走的就是这条路。

太原遥河北的道路，从太原经现在的榆段、寿陆、平

定、娘子关到井隆口人河北。

可见，在唐代太原的道路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

奠定了山西以太原为中心通往四方的道路网络。当时，太

原以手工业、商业、文化的发达著称于世，与交通的发展

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宋、元时期，连年的民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太

原道路的发展。宋辽之战，使得太原北通雁门关的道路得

到开拓、整修=宋夏战争，促进了"馈路>> (运粮路〉的

开辟。这段时期，太原通东京〈今河离开封〉的道路也被

拓通。

明、清时期，太累的商业发展较快，晋商活跃在全国

各地，时有"平阳、泽、路豪离大贾甲天下"之说。商业

的发达，大力推动了太原的道路〈此时多称驿道)建设。

这个时期，太原大兴驿道，官府在各地，按村、按户侄集

民力，采取有人出人、无人出银交粮代替的办法，开山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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