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吕梁被誉为“红枣之都”、 

吕梁被誉为“核桃之乡”  

吕梁被誉为“沙棘之府”。 

孝义市获得“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和谐之城”称号。 

柳林县的孟门为大禹治水第一门 

柳林县孟门镇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 

2007 年交城县被命名为“中国玻璃文化之乡”。 

孝义市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 

孝义市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先进县(市)”。 

孝义市荣获“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和谐之城”称号。 

孝义市素有“三晋宝地”之称， 

孝义市的“中华核桃王”堪称全国之最； 

孝义市被誉为“核桃之乡”； 

岚县号称“天上云间”。 

2000 年，柳林县孟门镇刘家圪垯村支书陈步亮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光

荣称号。 

刘家圪垯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授予的“全国成人教育先进村”光荣称号。    

2006 年，中国首届黄河黄土高原柳林·孟门年俗文化节在该县孟门古镇举行，90余名国内

外专家、学者云集孟门。 

孟门镇被授予“中国民俗文化保护之乡”的称号，并被定为“南京大学民俗教研基地”。   

2007 年，柳林县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2007年全国文物工作

先进县”光荣称号。   

2009 年，柳林县孟门镇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成为柳林县

第一个、吕梁市第三个、山西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 

山神峪千佛洞享有“中国名胜”之誉； 

2007 年交城县被命名为“中国玻璃文化之乡”。 

 



 

第二章 吕梁概况 

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西侧，东与太原市、晋中市相接，南与临汾市为邻，西隔黄河与

陕西省相望，北与忻州市交界，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而得名。现辖 2市 10 县 1 区，160 个

乡镇（街道办），3109 个行政村。总人口 357.6万，其中农业人口 284万。国土总面积 2.1

万平方公里，其中丘陵沟壑地区占 70%以上。吕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春秋属晋，战国归

赵，汉代设西河郡。一代女皇武则天，一代诗人宋之问，一代廉吏于成龙，一代直臣孙家滏，

一代名将狄青是吕梁历史人物杰出代表。吕梁是革命老区。战争时期是红军东征主战场、晋

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 

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养兵十万，牺牲一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

巨大贡献，一部《吕梁英雄传》是吕梁人民前赴后继的真实写照。吕梁是贫困地区。尽管近

年来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恶劣的生态条件和十年九旱等自然灾害侵袭，全面脱贫

的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全市 13 个县市区中仍有 10个扶贫工作县，其中 6 个为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截止 2007 年底，仍有 97 万人处于温饱边缘，其中绝对贫困人口 35.5 万人，是全

省最大的贫困市。吕梁是资源富区。吕梁蕴藏着煤、铁、铝等矿产资源 40 多种，主要产于

我市的 4 号主焦煤被誉为“国宝”，铁、铝含量分别占到全省的 29.6%和 46%。 

吕梁是全国著名的红枣、核桃、沙棘生产基地，被誉为“红枣之都”、“核桃之乡” “沙

棘之府”。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吕梁地区的建置，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吕梁地区有屈邑、平陵邑、中阳邑及瓜

衍县等。公元前 376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吕梁为赵国境域，境内设有中阳、

兹氏、大陵等。秦庄襄王四年（前 246）设太原郡后，吕梁遂为太原郡境域，设有大陵、兹

氏等县。   

汉初，吕梁仍为太原郡境域。汉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 年）分设西河郡后，吕梁分属西

河、太原、平阳三郡。大陵、平陶、兹氏为太原郡辖县；蔺、皋狼、中阳、离石、土军、隰

成、临水为西河郡辖县；蒲子县为平阳郡辖县。王莽代汉后，兹氏县改兹同，大陵县改大宁，

平陶县改多穰，临水县改监水。东汉始立后各县遂复旧名。东汉初，吕梁属于西河、太原、

河东三郡。离石、蔺、皋狼、临水、中阳、平周为西河郡辖县；大陵、平陶、兹氏为太原郡

辖县；蒲子县属河东郡。永和五年（公元 140年）九月“因匈奴寇掠，西河郡治南徙五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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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迁至离石县，为吕梁境内最早的郡级建置。同年，临水县并入离石。中平年间美稷县

“南徒于兹氏县界，寻废”。建安二十一年（公元 218 年）“南匈奴内附”， 左部居于兹氏，

中部居于大陵。   

三国初分，吕梁为魏国境域。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设置西河郡，治兹氏县，辖离石、

中阳等县；大陵、平陶二县仍属太原郡，蒲子县仍为平阳郡辖县。    

西晋。吕梁境内各县分属于西河国和太原国，属县未变，仅兹氏县改隰城。东晋十六国

时期，吕梁境内较为混乱。后赵石勒元年（公元 319 年）“以离石县境荒废”设置永石郡，

寻改西河，后燕置离石护军。永兴后西河郡并入太原郡。  

北魏初立，吕梁为太原郡境域，设置有大陵、平陶、兹氏等县。天兴初增设离石镇，延

和三年（公元 434 年）设吐京镇，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 年），吐京镇下设岭东、岭西二

县，平陶县移出区境，大陵县改受阳。太和八年（公元 484 年）复置西河郡，太和十年（公

元 486 年）吐京镇改吐京郡，同年，废蒲子县，设汾州，吐京、西河等五郡为其辖郡。太和

十七年（公元 493 年）设永安县，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岭东县改新城，岭西县改吐

京。    

东魏，吕梁仍为汾州和太原郡境域，汾州辖西河、吐京等郡，隰城、永安二县属西河郡；

吐京、新城二县属吐京郡；受阳县仍属太原郡，离石境域仍设离石镇。   

北齐、北周之际，吕梁当两政权纷争之地，北齐斛律金所筑长城的起点——金锁关即在

区内黄芦岭上，今遗址尚存。当时吕梁境内设有西汾州怀政郡、南朔州西河郡、吐京郡神武

郡和并州太原都。南朔州系由汾州改称，治所仍设隰城，西河郡隶属之。离石镇改怀政郡，

辖县有昌化、良泉等县，蔚汾县属神武郡，受阳县属太原郡，吐京、新城二县属吐京郡，后

因裁郡改属怀政郡。北周建德年间，西汾州改称石州；大象年间，南朔州改称介州；并增设

定胡、窟胡、乌突三县及同名郡。    

隋，吕梁分属于离石郡、西河郡、太原郡、楼烦郡、龙泉郡。离石、修化（窟胡县改）、

太和（乌突县改）、平夷、定胡（即今柳林县孟门镇）、宁乡等县属离石郡，西河郡辖县有隰

城、永安二县，受阳县仍属太原郡，岚城县属楼烦郡，石楼县属龙泉郡。   

唐代，吕梁分属于石州、汾州、隰州、岚州、并州（后改太原府）。西河（隰城县改）、

孝义（永安县改）二县属汾州，离石、平夷、定胡、临泉、方山属石州，宜芳、合河二县属

岚州；石楼、温泉二县属隰州，交城、文水二县属并州（太原府）。   

五代时期，吕梁境域内所属未变。   

宋代，吕梁分属于石州、汾州、岚卅、隰州，晋宁军、太原府。离石、平夷、方山为石

州辖县。西河、孝义为汾州辖县；宜芳、合河为岚州辖县；石楼、温泉为隰州辖县；定胡、



 

临泉为晋宁军辖县；交城、文水二县为太原府辖县。   

金代，仅因晋宁军被撤销，辖县改属石州，其它州县的隶属未变。   

元代，吕梁大部属于太原路（后改冀宁路）管辖，境内设置有交城县、文水县、兴州、

岚州、临州、石州 （辖离石县、宁乡县）、汾州（辖县有西河县、孝义县）。石楼为晋宁路

辖县。   

明初，吕梁除石楼县属隰州外，境内州县均属太原府。县有兴县、岚县、临县、交城、

文水，州有石州（辖宁乡县〕、汾州（辖孝义县）。万历二十三年（公元 1595 年）五月，汾

州升为府，并倚郭设汾阳县，原太原府所辖州县、临县、永宁州及辖县宁乡县和原汾州辖县

改属汾州府，府治设汾阳县城。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2 年）石楼县改属汾州府，清代沿用

朝制，建置未变。   

中华民国元年（1912 年）取消汾州府建置，永宁州废州改县，三年（1914 年）1 月，

永宁县改离石，宁乡县改中阳。民国七年（1918 年），增设方山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吕梁各县均属晋绥边区（先称晋西北）行政公署。 1940 年

1 月中旬，离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石安（今孟门镇石安村） 成立，首任县长梁延檀。    

1949年 9 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吕梁境内设兴县专区和汾阳专区，兴县专区

辖有兴县、临县、离石、方山、岚县等 11 县，汾阳专区辖县有汾阳、孝义、交城、文水、

中阳、石楼等 9 县。  

1951年 3月 27 日汾阳专区撤销，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县划归榆次专区，中阳县

划归兴县专区；石楼县划归晋南专区。   

1952年 7月 1 日，兴县专区撤销，兴县、岚县划归雁北专区；临县、方山、离石、中

阳划归榆次专区。    

1954年 7月 1 日，离石、方山二县合并为离山县。1958年 11月 10 日，文水、交城二

县并入汾阳县，中阳县与离山县合并为离石县，孝义县并入介休县，岚县分别划入静乐和兴

县，石楼县并人吕梁县。1959年 9月 19 日除孝义县以外其它各县恢复建置，1961年 5 月恢

复孝义县建置。   

1971年 5月 1 日。吕梁地区组建，同时恢复方山县，新增设娄烦、交口二县；1972年

4 月，娄烦县划归太原市；1971 年 10月 5 日，新增设柳林县。1992 年孝义撤县设市；1996

年离石市撤县建市；1996 年汾阳撤县建市。   

2003年 10月 23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地级吕梁市。 

行政区划 

全市现辖 1区 10 县，受省政府委托，代管两个省辖县级市。总人口 347 万，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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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1095 平方公里。（2006 年数据）   

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2003 年 10月 23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地区建制、设立吕梁市。

全市现辖 1区 10 县，受省政府委托，代管两个省辖县级市。总人口 347 万，面积 21095 平

方公里。吕梁是资源富区，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矿藏有 40 多种，含矿面积占全市国土面

积的 90%以上，主要有煤、铁、铝矾土、白云岩、煤气层等。其中含煤面积 11460 平方公里，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54.3%，远景储量 1101 亿吨，探明储量 404亿吨。4 号优质主焦煤被誉为

“国宝”，储量达 62 亿吨；铝矾土品位高、埋藏浅，预测储量达 4.4 亿吨，为山西之冠；铁

矿石已探明储量 9.87 亿吨，占全省睥 29.41%。地上核桃、红枣、沙棘等经济资源得天独厚；

野生动物有国家珍禽褐马鸡以及金钱豹、鹿、獐等，鸟类 140 多种；小杂粮品种齐全，质优

量大。 

第四章 风情文艺 

绣花  

 绣花，又称“女红”，女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学绣花，不只是贫家女儿，就是大家闺

秀，也得从小学习针线活，以达到其困教的要求。当一个闺女与男方定了亲，就要为公婆、

叔婶、小姑准备见面绣品，更要为未见面的丈夫做兜肚、荷包、鞋垫等。生活用品如衣裙、

鞋帽、枕套、靠垫、台布、香包、烟袋以及屏风、壁挂等陈设品，庙宇中的神像、龙帐、宝

盖、长幡、莲座及戏装等都有刺绣，刺绣分平面与立体两种：平面绣花多为花、鸟、虫、鱼

等吉祥图案，玲珑精巧，色彩艳丽，立体绣有狮、虎、兔等童帽。先做阔眉、眼、巨齿、长

须、大耳，再组合安缀于帽壳，造型夸张，形象生动，其技法有稀针、手针、侧针、拉绣、

滚针、游针、扇形针、网绣、锁丝、纳锦、铺绒等，风格各异，丰富多彩。七十年代后，现

代刺绣兴起，绣物平面呈从集体彩线线端排列，作品常见于枕套、门帘、被罩、电视机罩、

儿童胸置，图案多为花草、虫兽。有的还辅以吉祥文字。 

皮影 

皮影，作为一种民间传统的小戏，在表演时，以驴皮、牛皮刻制的人物、布景和道具搬

上舞台，造成影像，亦即“皮影戏”。这种形像的造型特点是：戏剧中的人物形像都是正面

和侧面的。由于皮影戏表演中的局限性，只能通过正侧面的影像的活动展开戏剧情节。自然，

这种美术造型也只能是运用正侧面这种角度才能最为典型地表现出戏剧艺术造型。由于皮影



 

写文章，将贾家垣盐土沟、佐主怀前沟、刘家湾娘娘庙、骆驼局华家塌等地治沟打坝的经验

在西北黄土高原各地推广。   

1955 年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专程视察了贾家垣大坝，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该

坝至今仍在。    

王老婆的传说   

柳林县东北部刘家山境内有王老婆山，地跨两县，向东延伸到离石枣林乡一带。其山以

山巅今存女大王“王老婆”墓而得名。   

相传王老婆本籍陕西，大约明代中叶人。因在家乡受不住贪官污吏之欺凌，于是亡命此

山，落草为王。女大王王老婆占据该山，不抢孤寡贫弱、买卖客商等人，专一劫富济贫。并

自采本山草药，制造丹膏丸散，施药救人，深受远近穷苦百姓拥戴。死后埋葬该山，居民怀

德仰风，以名名山，遐迩皆知。 

第五章 旅游景点 

麻衣仙姑庙 

麻衣仙姑庙位于文水县城东 1.5 公里的桑村南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四合院式

的群体建筑，占地 1200平方米，正殿为单檐悬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偏殿为卷棚顶，

面阔小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进深三间，配殿南面各有看台三间，进深一间，乐楼面阔三

间，进深一间，为卷棚顶建筑，钟鼓楼亦为单檐悬山顶，庙内共有碑八通 

此庙原建于明代，在清朝乾隆四十年，民国十年曾两次重修。解放前每遇大旱年月，县

内就组织大规模的祈雨活动，动用十八个村的民间锣鼓，大批童男女，善男善女，其人员之

多，声势之大无以伦比。县长敲响市楼的大钟为出发信号，乞雨队伍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直

到汾阳黄芦岭麻衣仙姑洞跪拜。由主祭人进香，烧纸、摆起净瓶，等待滴水。据说求得几滴

水，即下几寸雨。仙姑庙内现在保存有民国十年县长组织求雨活动的石碑。详细记载了当年

求雨的盛况。1964 年，大队将正殿、东西配殿前墙拆除改作库房，使用至今。1997 年村里

投资，对正殿作落架大修，近年又对舞台看台钟鼓楼进行了维修。 

 



 

王山圆明寺   

圆明寺位于县城东北 6公里王山之阳。为隋唐时期所建。寺东南白鹿岗八角宝塔为该县

现存最大砖塔。寺西 1公里为墓塔区，残存金、元、明历代高僧灵塔、寿塔 50 余幢。   

龙堂卧云庵   

卧云庵位于西冶川中部西侧野珠沟，俗称龙堂寺，系佛教曹洞宗场院，建于明初，气势

宏伟。 

三座崖   

三座崖坐落在县境西北葫芦川中部，海拔 2077米，是综人文历史遗迹与自然风光为一

体的文物旅游景观。因主峰遥望方而高，平如座故名。山高踞于林海之中，青松、白桦、绿

柳、黄杨环绕拔地而起的绝壁，更显得山峰巍峨壮观。 

明末清初，震撼三晋的吕梁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就设在这里，崖顶现存有人工凿筑的将

军洞、阶梯、吊绳孔、柱杆柱洞和房屋建筑遗迹，这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全国性农民

武装的分支——交山农民起义军利用三座崖天险地形条件建立的义军兵寨，具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险。主峰悬崖百丈，长约 3 米、宽仅 1 米的“试心石”如鹰咀斜悬崖顶。 

第六章 自然地理 

气候资源   

吕梁市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差异悬殊。春季干燥，雨少风多；夏季炎

热，雨量集中；秋季凉爽，气候宜人；冬季寒冷，降雪偏少。多年平均降水量 502.5mm，吕

梁关帝山主峰一带为多雨中心,年降水量在 700mm 以上，而临县、柳林沿河一带较为干旱，

降水量通常在 450mm 以下。  

水文资源     

水资源总量  

吕梁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4.47 亿立米，其中：河川径流量为 11.1亿立米，地下

水资源量为 8.9 亿立米。水资源总量中河川径流（地表水）和地下水存在重复量，重复量包

括河川基流量 4.069 亿立米，柳林泉年径流量 1.23 亿立米，河道渗漏、山前侧向补给地下



 

为了保护珍禽，发展森林旅游业，经 1980 年 12 月 18 日省人民政府晋政发 297 号文件

批准，在我市关帝山庞泉沟建立了以保护褐马鸡、黑鹳为主，同时保护华北落叶松次生林的

森林生态型自然保护区。1983年 8月经新疆全国自然保护区工作会议建议，并报请国务院

正式批准公布，将该区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关帝泉旁林深处，游人褐马共逍遥”。庞泉沟自然保护区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以其

特有的世界珍禽褐马鸡，黄土高原罕见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来客，现已成为吕梁的一大

旅游胜地。   

野生植物资源   

根据 1996 年吕梁市林木种质资源普查结果和掌握的资料记载，吕梁市野生植物资源分

属 129 科 945 种，其中木本植物 57 科 115 属 294 种，草本植物 72 科 651 种。   

第七章 美食特产 

红枣  

吕梁地处黄河中游，日照时间充足，昼夜温差明显，是红枣起源的中心地带。栽培历史

悠久，据传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清代以来，红枣即成为大宗出境特产。  

枣树素有“铁杆庄稼”之称，俗语说：“沟壑墚峁斜角角，十年九旱干巴巴，种庄稼没

法法，载上枣树十拿拿”。荒年庄稼歉收，枣树却较有收成,因此很适应吕梁十年九旱的气候。 

红枣产业是吕梁地区的一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红枣林带，总面积 128万亩，产量 1.2 亿公斤，产值 15000万元，主要分布在沿黄 4

县和交城、离石边山地区，涉及 60个乡镇、1300 个村、60 万人。年产量约占全省的 67%，

全国的 13.4%。 

临县被列为全国产枣第一县 ，柳林县三交镇被列为产枣第一镇。本区红枣品种主要有

木枣、梨枣、骏枣、帅枣、油枣，近年来还引进了赞皇大枣、金丝小枣等优良品种，其中梨

枣、骏枣、木枣被列为全国十大名枣之列。 

小杂粮  

小杂粮是吕梁农业一大特色，吕梁种植小杂粮历史悠久，品种多,种植广，气候条件适

宜，开发潜力巨大，是山西省的小杂粮主产区。 

 目前，全市种植的小杂粮有 20 多个种类，年种植面积 300万亩，占全区粮田总面积的



 

交城骏枣 

交城特产骏枣是山西四大名枣之一，誉为“枣后”，素有“八个一尺，十个一斤”之称。

枣果大肉厚、质脆味甜、营养丰富、用途广泛。枣肉可提取食用香精，又可人药，有补血益

气、安神养胃、健脾抗癌之功能。至于枣的口感，交城枣没得说，皮薄，肉厚，核小，口感

细腻，而且营养丰富。  

经检测，含两种抗癌物质一硒和环磷；腺苷、蛋白质、多糖、多种维生素 VC、VB、VE、

VD，还含有钾，钠，铁，钙、镁，铜，锰，锌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十九多种氨基酸，

系绿色纯天然营养品、保健食品，它可降低肠胃道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有保持毛细血管畅通，

防止血管壁脆性，对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症，均有良好的疗效。交城骏枣誉满三晋，名扬九

州。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年代，瓦窑村枣种先后进入原苏联及阿尔巴尼亚地区。70年代初

期，先后在北京、广州、太原等地多次参加展览，盛名远播。1987 年上过国宴，1990 年被

选定为亚运会特供果品，1997 年荣获澳门首届国际医药、营养、保健产品博览会“国际最

高金奖”，1997 年中国第三届农业博览会和 1999 年中国国际农精品博览会两次被认定为“中

国名牌产品”。交城的骏枣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曾先后展出于巴黎博览会。远在两千

多年前，交城境内即有枣树生长。《战国策》记云；“北有枣栗之利，民不田作，枣栗之实，

足食于民矣。”交城地处北地，可知植枣之历史悠久。交城骏枣誉满三晋，名扬九州，蜚声

海外。 

第八章 名校展示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吕梁师范专科学校（始建于 1978 年）和

吕梁理工专科学校（始建于 1986 年）于 1989 年 6月合并组建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

校。经过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学校现已建设发展成为一所以师范类专业为主体，师范教育和

高职教育协调发展，以培养适应基础教育、生产、建设、管理一线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

人才为目标的综合性高等专科学校。 

概况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原吕梁师范专科学校（始建于 1978 年）和

吕梁理工专科学校（始建于 1986 年）于 1989 年 6月合并组建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

校。经过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学校现已建设发展成为一所以师范类专业为主体，师范教育和



 

山西省汾阳中学 

简介 

山西省汾阳中学是山西省中学教育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百年老校，占地面积 125 亩，校园

建筑布局灵活，并与树木花草融为一体。至今保存完好的欧式建筑有九座。其建筑结构及造

型，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制，同时也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影响，建筑设计构思新颖，富于

创造性。这里环境非常幽雅，百年以上参天古柏到处可见，漫步松柏下长满青苔的幽幽小径，

听鸟语虫鸣；松柏参天，看丁香簇拥；移步换景，处处曲径通幽，各种花圃、建筑的合理布

局，使整个校园形成了强烈的园艺风格。    

历史 

百年传承，伟业相继。早在 1906 年，汾州府就创建了“汾州府中学堂”。1915 年，美

国卡尔顿大学及基督教公理会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教会学校——铭义中学。1949 年，人民政

府接管铭义中学，并将汾阳、文水、介休、孝义、铭义、尊德等中学合并组建了山西省立汾

阳中学。这里，曾是革命老区吕梁第一个中共党小组的诞生地；这里，曾是一批又一批国家

栋梁成材的摇篮，有国家领导、著名学者、艺术名流，中国油画先驱卫天霖、学部委员侯外

庐、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浚，曾在这里就读，冯玉祥的爱将、国家首任典礼局长余心清 30 年

代曾主政汾中，山西数学界四大金刚之一的洛鉴铭 50 年代执教汾中，北大高才生何思谦与

他主编的《数学辞海》使汾中名副其实……一百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汾阳中学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学术自由，教学相长，严格规范而又百家争鸣的办学风格。    

第九章 吕梁名人 

武则天 

武则天（624年 2 月 17 日－705 年 12月 16 日），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

皇帝（唐高宗时代，民间起义，曾出现一个女皇帝陈硕真），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

岁即位），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 82 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

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

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 年退位。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

人和政治家。 

中文名： 武明空、武曌  

别名： 武则天、武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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