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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J反古称晋 1111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在

这块古补的土地主， L演了多少威武雄壮、口I歌可泣的历史话

窍。.涌现出多少比吨风云、彪炳史册的风;二人物。 他们之中有举

世闻名、 T- r+I- f专琐的英雄贤达;有名垂青史、饮苦后世的「人Jι

士:有政绩卓著、?台闰安邦的政治家;有睿智机敏、 i某虑深远的患

想家;有智勇兼备、文摇武器各的军事家;有多谋善断、运筹帷握的

谋略家;有躬亲耳只守、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有才华横溢、著作等身

的文学家;有博学多才、 ι术秸湛的艺术家;有能百善辩、纵横捍

i蜀，谈笑间策定乾坤的外交家:有文辞泉涌、精诗妙句，为后人留

-r T古绝唱的著名诗人;有勋辑用治、清正廉洁的良臣;有驰骋疆

场、挠勇善战的名将;有威信忠勇、血染赤挤的著名义挟……他们

对我闰民家的统→、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毛边疆的开拓、离家

的安宁、生产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繁荣，都

曾做出过重大贡献，或曾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鸦片战争以击，太原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

心，汇集了许多十人志!:，他们在太原办 r厂、兴学堂、开煤

矿，寻求强同之路，播撤近代文明的种子二于?亥革命后，太原的

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得到 f一定程度揭发展. í~人民群众f:t{

然处在被奴役、被压迫、被剥削前地位 v 才lt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革命烈 I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出生人死，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做出 f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 tj! 网建立后，太原人民黯辑:到泊，艰苦创业，涌现出众多的

优秀人物。他们吁中既H党政领导干部，又有闻名全国的专家、

教授、作家、艺术家，还有普通的[人、农民、教师、战士c 他们

是推动太原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市基础没峰、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 f千万万人民群众的

杰 :11代表.为太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黯。

进入21 世纪，太原人以对"气个代表"患想的深刻理解，提出



f 太原实现率先发展的目标:争取H13年时j'l jJ l'吏;二去经济社会指
标，达到全省领先水平;用5年左右时间句{吏点;原跻身于 '1'两部地
!至经济强巾行列;可7年4稍长一段时间、 fE 本;原建设 IJIi: I仁志向材、

城市，塑造!对史文化名城新形象 f

英雄人物虽不是历史的创革者，们是英雄人物在椎动历史的进

程巾起着口大的作用 笃前，我巾-提出建设创新型城 rlI ，剖放型

城市的建设极需~frt带领我们实现这 4 口际的领头人， [,jJ H,t IJ j 史
的抗遇必将造就 A批新 fif 人物 今年是 "I..~h" rH 期的第一

年，也是我市地 /JA;办企主 J1X:"王 25J习气，我们编辑出版 f 《大琼

人物》→书，旨在安大力-1f发晋 1I日文化资源 .gEJ易ì"f 1I日文化优良

传统，提升大L京城市文化品 f玄，增强大 i层的 i吸号 I )J 、凝聚力和i 景3

2向力;要根据太原的历史有l现状，梳理好太原源远;在长的历史陈

络和文化特点，寻找传统文化与气 ft 克进文化前结合点，从 i'n~1

传统文化丰富的源泉中汲取汗养;要发扬背 1I日文让优良的台统在1

转神，持那是νj代百 F>日人民艰苦的性、前括 i号|泊的创新将占rp. 不

畏强暴、屡扑屡奋的斗争精沛，白强+，\]， 、气Il占fH进的进取精

神，高擎且发展是程道理的思想火炬， 77 负起改 f:.接地的历史 i吏

命，将对太原;的热爱之情融进艰户'{创业的行动，将斗t: _夫的理捏住

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古老的城市有 f 文化的滋润，才能培养出能新的沃土;发展

的城市有 f文化的熏陶，才能史主11充满泊力;优秀的人物，才能

包IJ 建新型和谐的城市 J 日新月异的新肘代结在有j 以难得的战遇，

率先发展的生动实践始我们 L~丰富的素材手fl 充分的白信，我{门必

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悔，建造出一个崭新的充满 i击力的创

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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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脏虞，字子干，史称唐叔虞，为晋国的始封诸侯.晋国立国缸业

的始祖和兰晋文化的开创者。

姬寞是周武王姬发的幼子，周成王姬i爵的民母弟 c 他的母亲邑

姜，是姜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妃，后世被尊为圣母。周成王八年(前

1056年) ，成王派他的叔父周公旦，率兵讨平唐国叛乱，迂其民于杜

(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并链周王室子孙子唐地 O 成王十年(前1054

1 年七姬翩周成王分封到古唐国做诸侯。大约过了30多年，姬虞的

儿子整父继泣，改医号为晋，称为晋候。唐叔虞根据成王制定的既定

方针，从实际出发，因地都宜，因势利导， j;J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

以夏戎之法理夏戎之民。一年之后唐国农业、牧业部得到发展。于是

"感召"上天，出现了禾瑶"异亩同颖"的祥瑞之异，即幸自谷丰收，

长出特别高大丰硕的嘉禾(一株雨穗)。成王十一年(茹 1053

年七叔虞献嘉禾于成王，受到1司成王的嘉奖和周公的赋诗歌颂。

唐叔虞死后，‘人们惑念他治国有方，造福黎民的功绩，在苦水源

头建筑唐叔虞祠(亦名晋祠)祭祀他，此即为今晋祠的前身 c 据明嘉靖

《太黑县志》记载，唐叔寞和其子整父的墓葬就在晋阳县南5公主的

晋王拎(今晋源区王郭村西，牛家口村东〉。

可



2 

一一一一一一一太象人给

是主革是

赵轶('?-前458年) ，世称赵筒子，又名志父。春秋末年晋国六

悔之一.占主虽七雄中赵国的奠基人3

赵棋的握父赵武是"下宫之役"中落难的赵民孤儿.父亲赵成曾

任主将军。赵鞍大约在30岁左右时袭羁位为吾同脚 c 晋定公十五年

(前497年)，任正卿，始执吕政。经济上，赵鞍革新商制，调整藏税，

使其领地内亩制大，赋税轻。政治上，赵革典礼贤下士，选资任能。他

重用董安子、尹锋、部主正、史黯、窦茸等问号正雨有才能之士，同E

庄公、扁鹊、姑布子脚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军事上，赵轶奖励

军功，以功释奴。经济、政治、军事的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

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部底改变了过去赵民处于劣势的不幸11状况。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鞍在军事上讨伐晋国腐柯势力的同

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市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

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如速了晋雪封建化的进程，其影E向

甚至波及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赵革央的改革为赵武立国奠定

了基础。



式，晕人捞一一一一一一一

智崎

智f白( ? -前453年) ，名瑶， 又称智襄子，春秋末年晋西四辩之

智氏世为晋大夫，智的系苟首五世孙，父智串，称宣子。智瑶袭

父职，称为智襄子。继位之初，正值范、中行二民被逐，赵、魏、

韩、智理蝉]fl峙，赵筒子专擅晋南大权之时。为了提高智民主专地住，

智的权极建功立业。据《史ìê .赵世家》载，晋出公三年(前472

年七智的部率部伐齐，大败齐捕，还亲自擒获齐大夫颜捷。晋出公

七年(前468年)和晋市公十一年(前464年) .智{白两次率1币伐郑。后

又北灭仇白。数次iiE讨，他为自己树立起勇武善战的形象，使智氏的

地位和权势大增 3 晋 :H公十七年(前458年)赵筒子死后，智f自伙同

.,;J( !'I,. r 

\江气

, 
j 

'司
J 

赵、韩、费兰家强行

瓜分了范、中行二氏

的故地。晋出公感受

到西即对自己地位的

威胁，于是向齐、鲁

雨雪求援，欲倚仗两

国的力量讨伐目无国

君的因拥。结果园哪

先发制人.合兵攻打

晋出公 3 苦出公兵败

逃往齐国，死于途

中。此后，吾国政事

皆由智的决断。智{自

企匿逐步实现他吞并

韩、赵、魏三家前抱

负。他取得成就之

后，因日益贪婪而专

横，断送了智倡的基

业，并梗自己也身贯主

名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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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r'-" 
'-:'?-" .. 三也气气‘需二，可

二个哈萨

委委号

董安于('?-前496年) ，也称董阙于，春秋末期晋居人，晋同六!

卿之一赵建子的殷眩家臣，古晋 ~13域的创建者。 1

董安于出身子史官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长大成人!

后，追随赵氏，竭心尽力为离子效命，至壮年升任司马，协助赵筒子 i

治理军政。他耿直无私，执法严格察巨荫月奸'博谍黯

和邪f岳蚕之徒，犀风丧坦，不敢作乱 o f他也创建了晋 i陆3羽B域。据史籍i记己载， I 
董安于筑建的苦自域为一个正方形的域堡，城高四丈，再回西望。采 j

用板夹穷土技术策建了坚爵的城墙。域中的宫室、官署、粮仓等建 i

筑，员。以模为柱，以获蓄、梧楚等坚韧的植物主于为墙音。这些都是:

春秋之际建筑领域的创举。晋阳城建成后，董安于担任了晋南的第一 i

任行政长官，严格执法，令有禁止c 这座城地日后成为赵民与其他五 2

1即拉衡角逐的可靠后方和军事堡垒。赵笛子、赵襄子商代人，正是凭

借董安于精心缸建的这座晋南域，纵横捍阂，撞贯立了范氏、中仔民以

及智氏、韩氏、魏氏的两次发难，转败为胜，奠定了与尊、费"三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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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霄'宰"的基础，包Ij建了后来的赵国。

董安于杰出的政治才能引起其他晋斓的不安 c 他们认为如果不杀

死董安子，使其继续辅佐赵氏，赵武必将取1-t晋国 c 晋定公十六年

〈拮496年) ，晋如11智 f自 i苦口在气如11斗争中，始祸者范吉射、中行寅

已伏罪，部董安于独在，要接赵筒子治罪于董安于，寻找借口向赵民

发难。董安于知道后却无罢地说只要我死了赵武可以安定，晋自

得以安宁，活着义有何m? "于是自锺雨死。

尹特

尹铐(? -门，春秋末期吾国人，晋国六卿之一赵简子的家臣。

尹择早年为晋阳宰董安子的属大夫。晋定公十六年(前496年)

董安于死后，继任晋F日宰。上任后沿袭董安于的统治方法，采取了许

多收揽民心的措施，如"损其户数使"民佳丽少程"等，使晋阳政

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比较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尹锋如任晋 F日宰时，赵筒子曾命他拆除中行、革民自攻晋~S时董

安于修筑的军事壁垒。尹锋不仅没有听从这一命令，反而将壁垒增高

加国。后赵笛子到晋阳，见壁垒有增无损，大怒，声言必杀尹择雨后

才进域。从臣自[í元正劝i束，并引用尹锋的话说明保留、增筑壁垒的必

要性思乐而喜，患忧雨棋，人之道也。壁垒既可以当做→面镜

子.使人居安思危，保持警惕，又能起到确探赵民安宁的作用。"赵

筒子遂转悲为喜，赏赐了尹择。后来，赵简子曾告诫赵襄子说日

后如晋国有难，不要认为尹锋年轻，不要以为晋阳城远，一定要以晋

阳为最后的根据地。"晋哀公四年(前453年)，智f自联合韩、魏商攻赵

襄于于晋~S 0 赵襄子凭借晋阳坚罔的城堡转危为安，暗中联络韩、魏

两家，共同灭掉智究，三分其地。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古代政治家，在

太原县(今晋源、区晋源镇)建造了尹大夫庙 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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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住

翻配配t(川川:工~( ?门?

著名zz:二年曾先后为晋g强蹲则R即盹F盹莲民及中行氏的家臣 恒没有受到重用。 I
于是转币投奔智侣，受到智f自尊宠。智的被韩、赵、魏气家攻灭，智

伯死后，他藏匿由中，立下誓言要为智伯报{丸，以报答其知遇之恩、。

于是改姓换名，最扮肃徒，携带短刀，混于宫中，藏于周所，伺挠谋 i

和l赵襄子。赵襄子人廊，发现其行迹可疑，使事1\来讯问，豫让直言不 i

讳地宣称§己欲为智f白摄{九 3 赵襄子的左右停从要将豫让杀死，赵襄 j

子认为豫让忠勇可嘉，是难得的义士，遂释放了他。!

豫让为智{自报乱之心仍然不死，为 f便于行刺，改容易貌，去当 i
乞丐。不久，豫让匿藏于赵襄子必经之桥下 ì某都赵襄子未遂，豫ìl: I 
请求赵襄子给衣一件，让他以剑击衣，以致报仇之意，如此，员。虽死!
而无憾。赵襄于让人递衣结他，豫让拔剑三跃而击衣，高喊我可 i
以报答智fÁ知遇之理、于九泉之下了遂伏剑自杀c 死之日，赵同志 i

士皆为其涕泣。从此豫让之名 i宣传青史。今晋源区赤桥村西{则有豫让!

辑和当年豫让谋剌赵襄子的赤桥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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