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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在畅游中感悟舜文化的魅力

序一:在畅游中感器舜文化的魅力

晋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茂设

音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成蕴深票，自然和人文族游资源十

分丰富和浩特。近年来，为了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我市各县(市、区〉都

在充分发掘本地的住势，举办多种形式的系列文化族游宣传活动，旨在通过

扩大宣传，打造"神奇太行·经典晋域"的旅潜品牌形象。必水县由于有

舜耕历出的缘故，选择了举办历山舜帝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并推出了《舜

帝德风与历由文化》一书。

舜耕历山是沁水的文化主流。舜帝一生以德为政，践行孝道，和浩治

家，躬耕主主政，举贤推能，其德风泽被天下，其德政传承古今。《尚书》称

誉"德昌舜明" (史记》称誉"天下萌德皆自虞帝始"。意郎中华民族的

道德文明、人文精神是从舜帝开始的，故舜帝被举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人

文精神的始祖。沁水县选择舜帝历山文化为自己的族蔚文化优势品牌，其意

义不仅仅限于发展族游，更为重要的是在打造一个文化品牌，对于我的继承

发扬帝舜的人文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辑极的现实主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晋城市社会经济呈现出抉速发展的强劲势头，这与

全市族爵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发展文化族爵事业，不

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带出玩水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开发和挖掘一个族游品

牌的历史文化蕴藏，使人盯在政赏白水之际，受到道德文明的熏陶，感捂心

灵情操的启迪，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这是我白发展文化族游事业的最终吕

的，商帝舜历山文化，正符合这一宗旨。

帝舜历山文化作为辛辛水发展文化旅游的理想选择，是因为舜帝躬耕之地

的历山，不仅仅有着奇特的自然风光，远超的亚高山草甸，丰富的生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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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雨且石奇、水秀、谷幽、花艳。不仅仅有舜耕历出这一主流文化，它更

是一座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藤潜胜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除舜耕历

山之外，历山境内海有下j 11古人类文化遗址、山水画宗师弟j浩太行洪谷、岳

家军太仔忠义社署等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

都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蕴涵。→山西景，共同构成历山丰富的文化旅

静。

《舜帝德风与历出文化》→书，以真实丰富的资料为证，深入浅出的诠

述为文，全茜介绍了以舜耕为主流的历山文化的掉大精深，丰富多彰，令人

神往，使人驻足，为晋域文化族游宣传活动和辛辛水县历山舜帝文化旅游节活

动增添了光彩。对沁水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实施"突出生态、文化两大优

势，打造出、水、人家三张名片"旅游发展哉略，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发出

的时代召唤。以"崇实守信、开放包容、争先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晋城精

神，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实践，

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晋域的具体反映。坚持科学发展、构建

和谐晋域，需要有好的作品鼓舞人气、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尚、聚集社会

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希望这样的书籍多出一些，丰富晋域人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推动全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

设、文化建设不断开缸薪局面。



序二:舜帝遗风沐沁7.l<

序二:舜帝遗风沐沁水

中共沁水县委书记 常国荣

沁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常广智

沁7](县地处太行、太岳、中条三座名山之间，境内由水神秀，地沃土

耳~，资源丰富，人文萎萃。以舜王坪生态文化旅游旺为龙头的旅据景点，星

罗棋布，种类繁多。沁水历史悠久，保存有丰富的文化遗存。主b河是主b水的

母亲河，由北南南，贯穿总水，使沁水县自然分为辛辛蛮、 ~L'东地区。

岛西保留有下)11古人类遗址、舜耕历山舜王坪等大量历史事件的痕迹与

传说。沁西有用穆王巡行至乌lÚ令，晋君盟会诸侯于国镇，三家分晋迂晋君子

端氏，东汉光武帝击铜马兵过沁水，五代由水画宗师弟浩肆居历LlJ太行洪

谷，宋代梁山好汉兵入沁水，金初太行J忠义筑去丹坪，岳家将梁兴南阳大败

金兵，元代元好闰游赏品水，明代?可东梆民移墨西文兴，名臣于漾巡视必水

等等。沁东卖自有战国末年白起屯兵于武安，燕丹离秦避难于匮县，秦末王离

筑垒于王壁，唐代名将崩迟恭隐居品水，费代常伦曲唱文笔畴，李费{故客总

河坪上村，孙氏兄弟湘lItlt古域，张娃辽东成忠烈，天下窦庄夫人城等等。

路水的文化积注也非常深罩，由于地理文化的不同，彭成了兑西的历由

文化与记东的沁河文化的多元差异。历山文化由于舜耕历出的缘故，舜帝崇

拜影响深远，崇实守信，梧让和诺，可以称为沁水文化的主流。主L，Jj(古今许

多罢情风{谷，我们都可以在舜帝历山文化中找到它的文化渊源。如果说舜帝

历也文化可以称为辛辛水文化之源，沁河文化则可以称为沁水文化之渣。沁河

养育了总水百姓，也形成深厚而独特的沁河文化;开放包容，争先创新，同

样滋润了沁水的土地，熏陶了沁水人淳朴热情的住格。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富

有人文藉神的名人盛事，都是品水县很有开发价值的族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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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是科国科民的事业，人们纵情出水之间，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庚，感受自然、历史与文化的和谐影喝，同时也能推动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事业的建设。沁7j(人喜欢旅游，许多人几乎游遍天下所有的名胜，

甚至远游海外。然而，相对来讲，沁水人则较少先黯潜觅沁水的名匙，总水

堤外的游客光顾沁7j(踌览更是少之又少。这不是沁水人不喜欢自己的家乡，

再是沁本的文化旅游资源未能得到很好开发，旅静宣传也远远落后于沁水飞

快发展的社会经济，落后于沌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只争朝夕，迎难币上。

接水是一块神奇商美丽的热土。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上下黯精E自治，奋

力赶超，经济日新月异，社会繁荣稳定。特别是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提出

"三转三化三提高"的发展思路，始终担发展旅带鱼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实

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兴沁富民的重要举措而高度重视，加强了对族游业的领

导，加大了旅游业的开发力度，改善旅潜环境，如强基础设随建设，全县旅

游业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辛辛*族游文化产业的开发是一项撞动沁水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事业，自

然不能限于一座山一条湾的山水风景的开发，而要深入到一座山一条河历史

文化的深层次开发。为此，我们策划了《舜帝德风与历由文化》一书，旨

在全面介绍舜帝德政以及在路水的历史文化遗存，深入探讨舜帝德风对中华

文明的贡献，深入探讨舜帝遗风对路水经济社会的影响。使我ffJ能够继续发

扬舜帝德风，全面推动放游文化乃至沁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一个更

加文明进步、和谐发展的新路水。



舜耕文化与沁水族游

舜耕文化与沁水旅游(代前言〉

沈晓峰

族踌，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贯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于文

化，族游是文化的一种。

枉何文化景观都是人类文化长期演变的结果，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人类

文化必然有强烈的继承性，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上，各项旅费于文化都是按照时

间序列形成叠状"沉积"和融合。前文化通常是后文化的基础，后文化是

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草后文化可以按时间序列组成有规律的文化演进层

次。

文化无论是人类全掉的还是个到群体的，无论是复合的还是单因素的，

其历史传承和空前变往无不与地域梧联系o

在黄河及支流流经的地方，常常形成许多狭长的谷地或山部平原，特别

是黄泻中静和黄土高原的东南部，这种河谷和山间盆地更多。这些山间盆

地、谷地一般是东西向或东北一西南向廷伸，谷轴两侧为山地，可作屏障，

应挡寒冷气流，萤盆地保持温暖的气候，谷轴延伸方向又有宽窄不等的开

口，先民们很容易通过这些缺口与其他盆地租外界相通。有利于古文化和吉

吴族的迁移、扩散和交融。

按照徐1I!!生教授《中雷古史传说时代》划分，中国远古部落大体是三

大集团:西北的华夏集臣、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华夏集团包

括黄帝、炎帝、自责琪、舜、禹、提融等民族。

黄帝族发祥于挟西黄土高原，因主臣水再得姬姓;炎帝族发祥子渭河上

游，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各有一部分东移，炎帝族jllY!渭水、黄河一直发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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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j豫甫及豫冀鲁三省交界地区。黄帝族j顶着立洛7豆、渭水及黄河北岸，沿中

条山、太行出脉直到今天北京爵近。

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通过与东夷、苗蛮集团的长期斗争、

交往，最后形成了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华夏民族联盟。在黄帝以后，尧、舜、

禹相继以禅让方式成为后代的大首领，并由此一直延续下来，构成凡千年中

华民族古文明史。

如果说黄河中下拉于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那么这些山间谷地、盆撞周是

中华文化发祥地的精华区。而位于太行出、中条山、太岳出、吕梁山之间的

谷地、盆地等，都属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

山西省路水县正是处于这个文化核d乙、这域之间，典型特征表程为深厚的

舜帝文化积淀。

一、沁水历山下111古人类遗址与舜文化建存

"古帝躬耕处，千秋迹已迷。举头高出近，极目乱峰低。花气闻幽径，

泉声过远漠。黄河遥人望，天际一虹霓。"这首由清代嘉庆年间路水人张尔

塘所作的《登历山} ，上百年来一直在沁水灵闰传唱不息。

历也属中条山廊，其主峰舜王坪海拔 2358 米，位于沁水县西南部之沁

水、翼城、垣岳三县交界处，距离必水县城 56 公里。诗中"古帝"即为远

古五帝之一一一舜帝〈也称虞舜) 0 "古帝躬耕处"部为历山最高峰舜王坪。

《史记·五帝本纪}: "舜，冀州之人。耕历山 J 渔雷泽，陶?可滨，作什器子

寿丘，就对于负夏。"这里奇特的山水和独有的土石草木的影成，都与帝舜

有着奇妙的联系，反挟出沁水之地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息和繁衔。

徐中舒租窘嘉弘二位教授为我们列出了舜的世系表(横线表示父子关

系) : 

少由一一黄帝(姬姓)-一高 ~a (题项)一一穷虫草一一敬康一一句芒

-一桥牛一一誓吏一一舜

虞舜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举世公认，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黑贡

献军大。由他所代表的舜文化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永垣价值，但得后人继承

和学习。正因为如此，祖国各地与虞舜梧关的遗迹颇多，几乎是遍及黄河上

下，大江南北。这种现象表明对囊舜相关史迹的探讨已超越单一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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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而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虞舜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茹是被国

人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被当做圣德君主的化身加以崇拜。

1973 年至 1978 年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地贯科研队、山西省

文物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握，

在山西省总水县下JII盆地发现了著名的"下川文化遗址"出土古人类所使

用各种石器 1 万余件。这些石器中包括细小石器和程大石器，以打击g者居

多，并以锥状石核、柱状石核、模状石核及梧应的细石Ilt产品颇具代表性。

加工技术除以传统的石锤直接修整外，同时运用压制法。工具组群中，琢昔

小刀、石核式石器、噩头舌目前器、三棱小尖状石器、石簇均银典型。而此中

粗大石器礁石和石磨盘的发现，更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寻原始农耕文明提供

了依据。有专家考证认为，这些踞石和石磨盘有可能是采集农业或原始种植

农业的产物。由于那个特定的年找，人类食物严重不足，周围环境又主要出

禾本撞物组成，人类在此环境压力下，才开始采集或培植禾本科撞物，因币

形成原始农业。下)11盆地开阔平远的地形、地势，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下)IJ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辛辛水地区原始农业起摞较早，最迟也可上捞

到1. 6 万年前的18石器文化晚期。这不仅是必水地区，更是华夏民族农耕文

化的最早依据之一。

权威考古机构在山西路水县发掘出的一F)II古人类遗址布在垣曲县古城、

神后(卫地)发据出与尧舜时代梧对应的龙山文化遗存表明，山西东南部

沁水、垣曲、翼城一带有序列性、密集性的舜文化遗迹、遗址，流传子当撞

的有关舜的故事，确实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虽为传说，但仍有其历

史份篮。

据史学家考证，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已开始用道德来

规革和约束部落有为。《史记》所载"天下费德，皆自虞舜始

也有 u德自舜葫"的记载。舜文化作为道德文化的发端，是由野蛮走向文

萌的历史转折时攘的中华文化。

"德为先，重教化"是舜文化的主要内核，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

在伦理道德上，他忍辱负重，仁爱敬孝，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的五常教育，使古代中国人伦道德逐新形成统一范式，并推向全国。

二是在社会道德上，他"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 "渔雷泽，雷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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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让居"力行"乐于助人" "邻里布踵" "谦恭礼让" "童吏元欺"。

把方便让给别人，大家都愿与他同村丽居。三是在职业道德上，舜一生从事

多种职业，除从事农耕、渔猎以外，还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过高。他"陶

河滨，河滨器皆不苦藤"向工受其影响审j陶器而精美。他以域招待，从不

使假。西是在政治道德上，非常讲求施政道德。他举贤任能， 83 岁禅让大

禹。

舜文化的历史价谊表现在:舜文化为自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

护民族盟结、国家统一起着精神凝聚作用c 其现实价佳表现在:舜文化是凝

聚海内外向跑民族情感，实现祖国统一的精神力量;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有传承作窍。舜文化的核心思想不仅对先秦儒家形成坦"仁"为宗旨的

理论体系具有启示作用，再旦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权极意

义，是我们当今发震先进文化不可忽视的基础和源泉。

沁水县舜文化遗存异常丰富， T)II古人类文化的发掘，为帝舜在接水县

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古帝遗风沐沁水。千百年来，当地百姓秉承先捏道德渊源，至今民风淳

厚，道德古朴，相让和谐。

以舜王坪班的舜帝庙为代表，在历山周边沁水县的大/具有落，几乎所保

留的痛宇皆是舜帝庙。这些提摸不等的大小庙宇，虽历经岁月剥蚀，但通过

那些残留的壁匾、碑刻以及帝舜的泥塑，依然可见远古以来辛辛水人民长肃对

帝舜的崇拜和虔诚。一为纪念帝舜亲自躬耕，教民以稼之德风，同时也为求

雨祈福，以求舜帝庭护一方丰衣足食。还有诸多与舜帝有关的地名、村名，

如舜王坪、富裕河、犁沟、龙王庙、猪雷、可封、可陶河等沿用至今。人说

历山百景，百景都与舜的传说、故事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现存的不同

时间的碑刻、铭文乃至众多的流，传于沁水民坷的舜的传说，充分证实了舜耕

文化在我县的起、源、传承与发展。

如今，在高耸入云的历山舜王坪顶，依然真切地保留着传说中帝舜躬耕

历由的文化遗迹一一舜王犁沟。在其周围，百草丛生，繁花似锦，而一道长

长的辈疲跃然眼中，近现似新翻混土蓬拾虚软，远挑犹帝舜正自北向南驾犁

播种，在这里开始教海人类学习种植，开启了人类文明中的农耕文化。

因此，研究和挖摇帝舜文化，已经成为沁水旅游业发震不可或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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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c

二、泌水丢旅游资漂优势与特色定位

路水县位于ÚJ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太岳和中条三大山系交汇处，全

县总面京 2676 平方公里，居全省第四位。山西省第三大河一一沁河，自北

向南穿越全境。境内出杏叠幢，绿树掩映，溪流凉踪，~风古朴，是典型的

山区县。矿产资源丰富，辛辛水煤田享誉全球。由西省委书记张宝颇称:出西

之长在于:碟，山西之短在于水。然沁水取长补短，实为难得。

大自然赋予沁本的奇山秀水，祖先传承下来的浓厚文化遗存，在市场经

济的大潮中无疑成为一种资源优势，一种竞争住势。我1n当感恩自然，惑，恩

历史，感墨、祖先。

当经济全球化的群步如此匆匆地走来，我们感受到的是不进则退的压

力，是周边群雄并起的竞争力，更是为沁水百姓谋福祉的原动力。

路水的旅游业如向发展?

毫无疑问，沁水县元论就其族游资源的丰富程度，还是其旅潜资源的品

位，无论就其交通、区位条件，还是就其社会人文和经济条件，都具有招当

大的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能自然雨然地转化为族游产业优势。这些优

势要转化为产业优势，有赖于对其进行科学、合理、高效的开发。这就需要

对沁水县的旗潜资摄的特色进行准确的定位。

旅游资源是旅潜开发的重要条件，资草草、是否有特色，直接关系到旅游业

开发的成功与失败。

对沁水县族游资探进行特色定位，实质上就是对泌水县的旅潜形象进行

设计，也是沁水县如何开发旅潜资摞的一次方向性选择。选择的自的，在于

我出"人元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部分，并据此确认自身优势、

特色，进行定位。就蛤水县市言，境内旅潜资摞种类繁多，分布广弱，特色

鲜明。既有风光秀雨的自然景现，又有文化窍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从总体资

源'情况看，全县旅游资源可分为六大类型、 58 个基本类壁，分到占全国资

源类型的 100%和78% 。从全县 124 处实体资源来看， A 级资源 18 娃， B 级

资漂 29 处。

对自区旅潜资源的科学评价，首先要抓总体特色，商时要注意挖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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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特色。

沁水族游资源的恙体特色有五个:

1.自然和人文资漂丰富多彩，空闰呈线性分布;

2. 生态环境比良，也、水梧得益彰;

3. 历出具有完整的立体景xæ.体系，是沁水族静的龙头、拳头、亮点和

重点:

4. 历山地区是我国最大的舜文化旅潜资摞分布区;

5. 沁河南段两岸，是由西最大的古城寨、古民君、古庙宇的古文化走

靡。

单体特色资源有八项:

1.是华北地区己知最大的军始森林和山西省面我最大、物种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山西省最大的溶溺群;

3. 山西省最大的现先牧场-一路水示范牧场;

4. 中国最早和数量最多的看家楼高层砖木结构建筑;

5. 晋东南保存最好的明清民居群一一梆民民居、指峪三都古城、窦庄

与郭壁建筑群;

6. 晋按最大，因水长度达 27 公里的峡谷风光型人工湖一一张峰水库:

7. 北方最大的连香树和暴马丁香祷:

8. 举世闻名的名人故里一一古代出水画宗师荆浩稳居之地与人民作家

赵树理故居。

在地理空间上，这些资源呈东西走向线性分布。西线主要以历山E家级

自然保护这为代表，有着神奇秀商的自然山水，有着生物多样性的原始生

态，主要景点有高山草甸、峡谷、嚣瀑、奇峰怪石、云山雾海、原始森林、

舜文化遗迹、下川文化遗址、窑洞群等。同时，絮挨该区土沃乡西文兴村还

有意宋人大家之一梆宗元后裔繁括地一-梆民民窟。该昆居砖雕、木雕、石

雕堪称"三绝"具有极高的文化内涵租文化品位。有五代时沁水籍大画

家、中国山水画宗师弟浩隐居的土沃南ßB太行洪谷景区。有金朝初年，梁兴

太抒忠义社拭击金兵的丹坪碧等。东线主要以持河沿岸保留的大量明清时期

修建的古城堡、古民居、古村落为代表。其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造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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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文化内远之丰厚，形成了沁坷沿岸一条古文化大走廊。最具代表性的

有:窦汪古城、油i略者在堂菇、坪上古民居、樊出避暑行宫、尉迟赵树理文化

建等。中线主要有国家级农业族游现党示范，点一一华北示莲牧场，以及出西

省大型水利工程一一张峰水库。华北示范牧场位于沁水县郑庄镇杨家河村，

地处也木、安泽、浮山交界处，距离张峰水库 10 公里. 2005 年被誉为全国

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比较而言，从品水县旅游资源的整体情况看，生态和文化应该是沁水县

族游资嚣的两个优势。

沁水生态族潜具有高品位的特点，具有高含量的科学与文化信息，历由

及现党校场等旅潜区包含了大量的地庚、地貌、气象、水文、植物、动物、

医学、建筑、环境、健身等科学信患和知识体系。让族游者回归自然，到自

然界和生态环境中去现赏、旅行、探险、狞猎……享受领略清新、静谧、轻

挫、舒畅的自然与人的和谐氛蜀，探索和认识自然奥蓓，增进健康，离冶情

操，接受环境教育，享受自然与文化遗产。开发得当则可以真正让族踌者吃

绿色食品、住生态宾馆、乘无污染交通工具、游生态景1克、购生态商品、开

展有益身心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娱乐洁动。

沁水文化旅潜同样具有鲜琪的风格，民居建筑大气有形，名人故里痕迹

尚存，古帝遗风古朴清新，民间故事捷传不息。帝舜之南风，荆浩之画圣，

太行之忠义，李瀚之乡情，常伦之曲唱，张锥之忠豆豆，以及于谦两抽清风，

李梦阳状写沁水，何景费情述恩!晖，赵凤诏课考童生，徐品出环城种树云

云。彭大将军饮马沁河，朱总司令泼笑端反，邓政委足迹历山，武士敏血插

东úl苔，以及贾敬德政治才干，赵树理文学盛名等等。

简言之，生态优势者三:水秀山奇，草茂林丰，生物多样。文化优势者

三:舜文化，古建筑文化，山药蛋文化。

族游，是人的不可缺少的精神享受，旅潜是任f可力量也无法遏止的生活

行为。有上述之优势，无发展滞后之理由。

三、沁71<县旗游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措施

族游业有着广泛的国际国内市场，其市场具有无时空限制，一直逐步发

展的特点，与其他产业梧比较，其投资相对少，见效快，受益大，风险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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