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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91 年9月 17日，中共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主席、

总理华国锋在革命老区古交市常安乡参观访问。

1 
1984年12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为西曲矿投产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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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在西曲矿1986年6月 23 日，

视察。

国务委员康世恩在古交矿区视察。1986年6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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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4月 31 日，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为

金信公司题词。

2 
111 1985年9月 4日，中顾委委员、原山西省省长罗贵波出席睦联

坡革命烈±纪念馆奠基仪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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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 10 日， 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全国总工会顾问康永

和在古交矿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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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5月 29日，山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原省委书记李立

飞 ~ 22在马兰布:视察并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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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 13日，太原市委、市人大隆重举行纪念"古交精

神"十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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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2月 3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古交发电厂施工现

场视察。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右一)在古交检查指导

?h、罢作，古交市委书记郭建发(左一) ，市长李文清(左三)陪同。
、脑海平、 川..... ..百飞在

飞 4;1 1:1 .气 ，UUip: γ 苟苟言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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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李雁红(前排左一)在古交视察，古交市

委副书记、副市长韩良会(前排左二)陪同。

太原市市长张兵生(后排右一)在古交与环卫工人亲切交

谈，、 古交市市长李文清(后排右二)陪同。
、~.......飞 ".高茹明..雹否有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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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天昌同志编著的 《古交史略》 今天问世了。 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万言的

史略，上自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开始，下迄今天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建设，

可以说综罗百代，涵盖广泛。 搜集、整理、 挖掘这样长的历史年代的书籍，

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没有长时间的积累研究，苦心孤诣的雕琢，是不

可能实现的。 编者今天把这部书奉献给读者，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涵蕴如此广泛的历史时空，浓缩于一部书中，最忌讳的是平铺直叙，使

人读起来味同嚼蜡，这往往是有些史书中的一种弊病。 而 《古交史略》 的不

同之处在于，对几十万年历史长河中的积淀，精心剪裁取舍，突出了古区、

老区 、 矿区三大特点，直向纵深开拓。 在古区神韵中突出介绍了旧石器和新

石器时代人类繁衍活动的足迹，重点描述了以狐突为代表的历史人物及其遗

存，叙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提出了狐突"教子忠贞不戒"的思想

是中国"忠义"文化的发端的新鲜观点。 老区风云篇中详细介绍了晋绥八分

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抗日事迹，对教育后人，

勿忘国耻是十分必要的。 晋绥八分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原行政区范围内中

国共产党唯一的最高军政机关，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活动过的地方。 把这段

历史详加介绍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矿区风采中重点介绍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为

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而谱写的"古交精神这对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 本书所写的这些重点，也成了本书的特点，把

整个古交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点呈现于读者面前，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历史是人类的教科书，它沉淀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聪明和智慧，是后

人继续前进的基石和阶梯。 一位先哲说过，不通晓自己民族历史的人是长不

大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可以整衣冠，历史可以知兴衰，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人们可以从古人的足迹中吸取前进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是一种传

承，人类在历史中追术真善美，鞭挝和讨伐假恶丑，是人类战胜自我不断升

华提高的力量源泉。 历史是一种情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这种

情结是突破地域时空界限的凝结剂。 总之，历史是一种文化，它是人类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凝聚人心的力量。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

就是一种背叛。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今天，我们不仅需

要打造成经济建设的航母，更需要矗立文化的高山。 当前，道德滑坡，诚信

缺失，已成为时代的痛疾。 在新时期加强文化建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人、鼓舞人是时代的要求。 古交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对

晋阳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石器时代表现出来的文化

类型，是晋阳文化的源头。 在近现代历史上晋绥八分区的抗日业绩，对中国

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是太原历史上的骄傲。 我希望有志于历史文化研究的人

能振作精神，努力工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古交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史料的分散j里没

是可想而知的。 郝天昌同志在众多散落各地的史料中下功夫搜集整理，潜心

研究，才有了这本书。 尽管有些东西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有些史实和观点，

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证实，但总是提出了一家之言，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

的。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参与进来，使古交这块"热土"在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越来越多的光和热。

哆洲际、
二00九年九月

(作者系古交市原市长、太原市政府原副市长、太原市政府顾问、太原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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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力量愈来愈成为一

个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作为文化力量的一项重

要内容，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城市应该挖掘的文化资源。

古交市作为一座新型的工矿城市 历史并不长 · 但是要从旧石器时代早

期、远古先祖劳作生息繁衍算起，至今在古交境内已有几十万年的人类生存

历史。 据考古发现，在古交境内拥有王家沟遗址、凤凰崖遗址、长峪沟遗

址、李家社遗址、古钢遗址、石千峰遗址等二十多处石器文化遗址，它们从

不同角度反映了新旧石器时代古交境内的人类活动历史，同时也创造了太原

地区的早期文化。

进入奴隶社会，以狐突为首领的狐氏大戎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留下

了许多脸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和神奇传说 ; 特别是狐突以"教忠不武"而舍生

取义的壮举演绎了春秋时期壮怀激越的一段历史，为此而以忠贞名世 ， 成为

中国"忠"文化的鼻祖。 同时，战国的关隘，汉代的牧苑 ， 唐代的道观，北

魏的石窟，宋、元、明、清时期的庙宇，也都处处体现了古交在封建社会不

同历史时期的灿烂文明。

革命战争年代，古交作为晋绥八分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八分区党政

军领导机关曾在这里驻扎，特别是罗贵波、康世恩、华国锋、李立功等老一

辈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同时，为开辟和巩固这块根据地，古交军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战斗，许多革命先辈抛头颅、洒

热血，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为晋西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

重要贡献，以至于涌现出了抗日青年领袖顾永田、抗战楷模梁存地、地雷大

王桑满树、妇女先锋冀林丹等英雄儿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古交撤区建市以来，伴随着国家"六五七



五八五"重点工程一古交矿区的开发建设 ， 煤炭资源得到开发并源源不

断地运往各地，从此古交依托资源禀赋的先天优势，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

到了突飞猛进，同时也以"煤海明珠"之称而名扬四海，以"古交精神"之

誉而闻名遐迹。

历史是一种延续 ， 更是一种文化。 在太原市全面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之

际 ， 在古交市委、市政府的倡导下，通过翻阅大量资料，收集整理并组织编

写了这本《古交史略~ ，分古区神韵、老区风云、山区多娇、矿区风采四个

篇章，以典型翔实的史料 ， 记录了作为"古区老区山区矿区"

不同背景下的古交 ， 是一本横贯古交古今的历史性读物，也是一本反映古交

发展历程的资料性书籍，必将对研究古交历史文化、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 而且对研究太原历史文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古交史略 》 的编写是一项复杂的资料收集整理工程，编写过程中山西

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山西省原省委书记李立功亲自为该书题名 ， 太

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太原市原市政府副市长霍润德不仅全面审核了书

稿，还欣然为书作了序。 在此，对各位老领导的大力支持表示敬意，对在整

理编写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 当然，由于时间仓

促， 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古交市委书记

古交市市长 得~~

二0-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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