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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他
们
加
强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

推
动
文
化
宣

传
的
又
一
举
措

.

为
更
多
希
望
了
解
昔
域
的
人
们
提
供
了
可
贵
借
鉴
的
文
化
坐
标

当
今
时
代
，
文
化
和

经
济
、
社
会
交
融
激
荡
，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其
实
，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历

史
，
就
是
一
部
对
文
化
不
断

继
承
、
积
累
、
创
新
的
史
诗

以
世
界

的
眼
光
和
扎
实
的
工
作
，
积
极
推
进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是
山
西
实
现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飞

在
这
场
伟
大
实
践
中
，
全
省
各
级
领
导
和
广
大

宣

传
文
化
战

线
的
同
志
们
，

必
须
进

一
步
增
强
重
视
文
化
、
发
展
文
化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必
须
以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
和
开
拓
创
新
的
勇

气
积

极
推
动
文
化
建
设

υ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金
日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基
出
版
，
仅
仅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步

r

前
程
似
锦
，
重
任
在
肩

t

衷
心
希
望
昔
戚
在
今
后
的
实
践
中

能
够
不
断
探
索

，

创
造
新
经
验
，
续
写
新
篇
章
，
继
续
走
在
全
省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的
前
列
1

是
为
序
。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制
系
，
左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昔
城
市
即
将
出
版
一
部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文

稿
送
到
了
我
的

安
木
头c

全
书
共
十
册
，
二
百
余
万
言
，
配
困
近
千
幅
，
内
容
丰
富
，
资

料
翔
实
，
文
字
通
俗
，
为
我
们
了
解
和
研
究
晋
域
的
历
史
文
化
，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史
料
，
打
开
了
一
扇
重
要
的
窗
口
，
称
得
上
是
一
项

功
在
当
代
、
利
在
千
秋
的
文
化
基
础
工
程
1

文
化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灵
魂
，
是
凝
聚
力
和
创
造
力
的
源
泉
，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强
有
力
的
支
撑
，
更
是

一
个
城
市
魅
力
之
所

在

晋
城
作
为
一
个
新
兴
的
现
代
化
城
市
，
近
年
来
，
在
经
济
、
政

治
、
社
会
、
文
化
等
方
面
都
保
持
了
较
好
的
发
展
势
头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建
设
领
域

，

积
极
探
索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

、

作
为
全

有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试
点
市

，
昔
城
解
放
思
想
，
开
拓
创
新
，
在
不
断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同
时
，

积
极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止
，
大
力
推
动
~五
个
一
工
程

川建
设

，

在
政
策
扶
持
、
产
品
研
友
、

会
展
成
果

、

新
创
剧
目
等
方
面
都
有
新
的
突
破
，
在
全
省
起
到
了

示
范
和
表
率

作
用

这
次
编
基
和
出
版
金
日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



杯
」
一等多
项
殊
荣

，

享
有
「太
行
明
珠
」之
美
誉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富
饶
的
自
然
资
源
，
是
晋
城
赖
以
发

展
的
先
天
条
件
，
而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和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太
行
神
魄
乃
至
今
天
的
晋
城
精
神
，
则
是
昔
城
人
民
改
革

创
新
、
争
先
发
展
的
力
量
源
泉

J

此
次
编
基
出
版
的
这
套

k

丛
书
L，
立
括
了
全
市
人
文
历
史
、

自
然
风
物
的
各
个
层
面
，
比
较
完
整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全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全
貌

j

丛
书

川史
料
翔
实
、
选
材
续
密

、

国
文
并
茂

、
行
文

朴
实
，
是
解
读
晋
城
、
宣
传
晋
城
比
较
可
靠
的
向
导
，
走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深
入
研
究
昔
城
历
史
文
化
的
总
纲
，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树
立
了
典
范

。

文
化
是
根
，
穿
越
时
空
且
代
代
传
承
;
文
化
是
魂
，
润
物
无

声
而
愈
显
生
机
;
文
化
是
旗
，
历
久
弥
新
愈
奋
勇
向
前
ο

愿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基
出
版
，
能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晋
城
、

热
爱
晋
域
，
积
极
支
持
并
参
与
昔
城
的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4 事
农 j

中
共
晋
城
市
委
书
记



编
基
出
版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是
晋
城
走
向
全
国
、
走

向
世
界
的
迫
切
需
要

F

叮丛
书

」的
出
版
凝
聚

着
宣
传

思
想
战
线

诸
多
同
志
的
心
血
，
是
昔
城
新
时
期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成
果

t

五
日
山
城
位
于
山
西

省
东
南
部

，
东
枕
太
行
，
南
临
中
原

，

西
望
黄

河
，
北
通
幽
燕
，
是
山
西
通
往
中
原
的
重
要
门
户
境
内
大
行
、
太
岳
、

中
条
三
山
聚
首
，
升
河

、

沁
河
二
水
纵
、A
K

山
川
壮
美
，

资
源
丰
·
百
，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遗
产
丰
厚
，
是
华
夏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

昔
城
行
政
区
划

基
本
格
局
始
于
隋
开
皇
初
年

，
时

称
1

泽

州
现
转

一
区
(
城
区
)一
市
(
高
平
)
四
县
(
泽
叫、阳
城
、
陵川

、

沁

水
)
，
总
面
积
主M
M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M
出
万

-
G击
年
建
市
以

来
，
来
改
革
之
势
、
借
地
利
之
优
、
秉
资
源
之
宫
、
得
人
文
之
盛
、

聚
人
民
之
智
，
一
跃
而
为
山
西
改
革
开
放
的
桥
头
堡
，
获
得
了
全

国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工
作
先
进
市
、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
国
家
因

林
城
市

、

全
国
球
化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寸
双
拥

~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科
技
进
步
先
迸
市

、

全
国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最
高
奖

」长
安



花
中
的
上
党
梆
子
、
上
党
二
黄
、
上
党
落
子
、
蒲
州
梆
子
、
泽

州
秧
歌
、
泽
州
曲
艺
，
还
有
那
遍
布
在
沁
河
两
岸
、
大
行
山
麓

大
村
小
辜
的
上
党
八
音
会
，
揭
开
尘
封
的
历
史
，
了
解
它
们
的

生
成
、
发
展
和
现
状
，
更
好
地
学
习
和
总
结
这
些
丰
厚
的
、
又
化

遗
产
，
将
之
传
承
发
展
，
是
一
代
人
元
可
推
卸
的
历
史
责
任
，

也
是
一
份
光
荣
与
自
豪
泽
州
梨
园
数
千
年
的
演
变
发
展
，
是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发
展
的
缩
影

f

它
历
经
沧
桑
的
曲
折
发
展
史
，

是
泽
州
历
史
发
展
的
见
证
和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历
数
它
曾
经

的
辉
煌
，
感
叹
其
历
史
的
不
幸
，
总
结
研
究
其
带
给
今
天
的
人

们
可
资
借
鉴
的
经
验
，
将
之
发
扬
光
大
，

正
是
走
笔
泽
州
梨

园
，
芸
萃
瑰
丽
群
芳
的
现
实
意
义
之
所
在

都
!
放
创



TI
J

dp? 

P

一
，

一

T

气

门
币

1
[

FF 山
西
省
晋
城
市
，
古
称
泽
州

ο

位
于
华
夏
中
部
腹
地
，
大

行
南
端
，
扼
晋
豫
之
边
，
自
古
就
有

「表
里
山
河

』
之
美
誉
。

著

名
的
沁
水
下
川
旧
石
器
文
化
遗
址
、
陵
川
西
层
泉
旧
石
器
时

代
洞
穴
遗
址
、
泽
州
县
高
都
新
石
器
时
代
文
化
遗
址
，
说
明
了

这
里
是
中
华
古
人
类
生
息
聚
居
地
之
一
，
是
华
夏
文
化
发
样

地
之

这
里
的
先
民
们
，
用
自
己
的
劳
动
与
创
造
，
书
写
了

历
时
久
远
、
内
容
丰
富
的
泽
州
古
代
文
化

ο

创
造
了
属
于
这

方
土
地
所
独
有
的
说
唱
、
音
乐
与
舞
台
艺
术
，
流
芳
千
载
，
艺

传
四
方
，
堪
称
著
名
的
梨
因
之
乡

她
以
其
性
具
的
地
域
风

采
、
鲜
明
的
民
族
特
色
，
与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所
创
造
的
异
彩
纷

呈
的
文
化
艺
术
一
道
，
构
筑
起
古
老
丰
厚
的
泱
泱
中
华
文
化

艺
术
大
厦

把
笔
触
伸
向
这
方
梨
园
，

认
真
地
探
寻
这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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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情
因
群
芳

热土同宗回响远

许多年来，活跃在泽州大地这块热土上的上党梆子、上党二黄、上

党落子、蒲州梆子、泽州秧歌、泽州曲艺以及为数众多的民间八音会，

以各自的芳姿秀丽，交织成了泽州梨园的瑰丽春色。 它们同居一方土，

共戴一片天，同源共宗，相辅相成，互荣共生。 展开古老泽州的历史画

卷，掀开尘封的面纱，就会渐显泽州梨园的本色，闻听来自泽州远古

的 、它们共同宗祖的历史回响 。

舜躬耕于沁水历山，以劝民发展生产。 他制乐作舞以敦化民风 :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菱始制乐，以赏诸侯 。 (~礼

记 · 乐施~)

下管鼓鼓，合止机敌，笙铺以间，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皇来

仪。 ( ~尚书 · 益穰~)

当置身于高耸的历山之巅，脚踏深深的犁沟(相传为舜王当年教

民躬耕之遗迹)纵目远眺时，真的应该确信，在那远古的洪荒之年，就

是这位人类的先哲圣君 ，在泽州这片热土上，带领着中华的先民 ， 劳作



创造，生息娱乐 。

成汤祭雨于桑林，牺身演乐《大涯~，开千古帝王祭神祈雨演乐之

先河。 《吕氏春秋 · 季秋纪第九》载 :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早，五年不收 O 汤乃以身祷于桑

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元以一人

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剪其友，邮其手，以身为牺

牲，用手斤福于上帝 。 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

《月氏吞秋 · 仲夏记第五》曰 :

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

之 O 汤於是率

六州以讨某

罪 。 功名大成，

黔首安宁 。 汤

乃命伊尹作为

《 大道 ~ ，歌《晨

露 )) ，修 《 九

招 》、《 六列 ~ , 

以见其善。

商汤牺身演乐

惠民之举 ， 后世一

直奉为楷典和科l

灵。所以商汤祭天

祈雨之地的桑林同 阳城因隆村泽城汤帝庙献殿(舞楼)明万历重修

到ft
szy 



号份113;1liIEP…

梨 边百十里地内，历代多建有汤王庙 ， 天旱H寸便有当地官绅率民众演乐

团 祈天降雨之举 ， 演乐则是祈雨中极为重要之内容 。

样 商纣沙E聚众乐舞戏 ， 乃一时之盛事 。 沙丘位于山西与河北两省

芳 交界之地，与古之上党为近邻 ， 因之此等演乐盛事 ， 也必然流播上党 。
《史记 ·殷本纪》载 :

帝纣资辨捷疾 ，闻 见甚敏……好酒淫 乐，…… 于是使师涓作

新淫声，北里之舞 ， 靡靡之乐 ……益广 沙丘苑台 ， 多取野兽萤鸟直

其中 。 慢于鬼神 。 大聚乐戏于沙丘 。

《周礼~"国祭蜡 ， 贝Ij吹圄颂 ， 击土鼓 ， 以 ，自、老物 "的仪节定然会被古

泽川、| 民众推而广之 ;

至于春秋战国时， ((战国策 · 中山策》所记"赵， 天下善为音 ， 佳丽

人之所出也他们"多弄物 ，为倡优 遍诸侯之后宫 " 。 据《山西通

志》载 :

上党土广俗杂……丈夫相聚游戏 ， 悲歌慷慨 ， 女子弹弦路碟

游媚富贵。

这些更说明古为赵地的泽州 ，就有擅长音乐的传统。 (<1路安府志》

三十九卷《杂记》中有如是记述 :

苟 勘尝道于赵 ， 闻牛锋声而识之。 及掌 乐音韵未谐 ，曰 : 得赵

之牛锋则谐矣 。 下郡国取之晋乐，于是克谐至今。 路之牛锋，声音

独于海内，岂当时遗制耶 ?

牛锋乃古代之乐器 ，铜铸 ， 形如挠 、缸而有舌 ， 是大铃的一种 ， 盛行

于春秋至汉代。 上党古属赵地 ，赵之牛锋最负盛名 ， 音律准确 ， 音色优



美 。 作为古赵地的上党地区 ， 尤其是以治铁铸造为盛的古之泽州 ，亦应

是铸锋的最优地了 。 其地有如此高超的乐器制造技艺 ， 音乐繁盛自不

待言。

时代晋罔音乐lL1近闻名 ， 吴公子季札昕唐地的歌谣称赞曰 :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 非令德之

后，谁能若是( {左传 · 鲁襄公二 卡九年~)

《详川、|府志 · 风俗》载 :其俗悲歌慷慨而尚气节，民性既敦庞而又

有先圣之流风遗i季，故习俗异于他国 O

在同一志书 rll j、I 泽川、|文人的评价是这样说的诗赋前贤佳者甚

繁气去劲多文娴" 。

秦识之时， 111 囚经济发达 ， 形成了扬(洪恫)、平(阳)、泽(州)-1路

( 长治 )等商业城市. 以时山西有多王及功臣子弟就藩各地。 这些王公

贵自们 ， 常以"角低i有戏炫耀之以至"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

( {盐铁论 · 崇礼~) 。

中 r l~1 社会发展的

规律告诉人们 : 经济

的繁荣 ， 必然会剌激

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

荣 。 作为当 时商 土耳\.ffl

地之泽州 ， 这些王公

贵胃 们!有 ::寻欢和迫悻
西汉百戏陶俑

的"玩iE儿势必会为商家所利用 ， 为其商业之繁盛 ， 贸易之顺达助

鼓帆之风。 因此 ， 举汉时的泽州，作为当时重要之商埠，角低百戏及

各色杂耍j也是为数不少的 O 可惜时日久远 ，现尚未能发现相关遗存 。

t飞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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