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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遗产接续文脉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一《平顺历史与文化》序

平顺县政协主席 赵小平

历史文化是民族的根基。

喇罐嘟嘟攒蜘

一个民族只有尊重历史，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一个民族只有尊重文

化，才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柱。 因为历史文化是人类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

推动社会进步的阶梯。

平顺县是太行山上一颗璀琛的明珠，是一方充满神奇魅力和无限生机

的热土。她高踞太行之巅，依偎漳1pJ怀抱，以精美绝伦、美若雕塑般的身姿

亮相于华北大地。 在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这块天

之脊的土地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谱写了灿烂辉煌的人文篇章。

然丽，由于平顺建置历史短暂，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平顺县这个名词才

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这方土地上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部记载在浩瀚的

史书里;悠久的文化，也没有全部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往事如烟，岁月悠

悠，漳河文明源远流长，她有很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着人们

探寻。

我曾在平顺县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供职多年，对平顺历史文化多有思

考，感慨良多 。 面对这方深情的土地，常常自豪与遗憾并存，困惑与敬畏

同在。

众所周知，平顺建县缘于"陈卿起义"。 起义平息后，当朝统治者未能从

深层次查找和消除民众对抗的根本原因，而是采用了治标的办法，把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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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黎城三县交界中最为山大沟深的、认为最有可能藏匿"反叛"的区域划

割出来，设立县治、关卡 、巡检等统治工具，以期达到强化地方治安、稳固皇

权的目的。由此，一个"山厚无泉、石多士少"、"土地皆石田晓确，无沟膛怦

陌"的山区小县诞生了，平顺也由此走进了历史。 平顺县这一地域名词虽然

进入人们视野比较晚，但这块土地上蕴藏的历史文化却极其深厚。

平顺这方热土历史悠久，遗址古建耀眼夺目 。 阳高村发现的新石器时

代仰韶文化时期遗址和中五井村 、清河村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表明，我们的先祖早在 6000多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尤其是在

阳高遗址中发现的彩陶残片，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一样精美，以不可

辩驳的史实证明了在中华文明繁育时期平顺也进入了地域文化的滥筋时

期，并且与外界文明发生着交流与互动。历代先民的生产生活，为我们留下

了众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和遗迹。 也正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利

于各类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 境内现共发现25处汉代以前聚落遗址，轮

廓性反映出了早期人类大致集中于王曲至石城的浊漳流域、西沟至留村的

百里滩河流域、东河至南社即东裕沟一带三个条带状区域，同时也对研究地

形 、地貌的变迁，气候、地表径流的演变等提供了间接的资料。遗留至今的

各类木结构古建筑堪称平顺历史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王曲村的天台庵

乃国内最为古老的、仅存四处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之一;龙门寺西配殿、大

云院弥陀殿是全国公认的五代时期五座木结构古建筑中的两座，且大云院

弥陀殿内保存的五代壁画是国内同时期寺庙道观中唯一被保存下来的;龙

门寺是国内唯一一处集五代、宋、金、元、明、清六朝建筑于一寺的古建筑群;

宋金时期的九天圣母庙、淳化寺、回龙寺，均为同期的代表作。宗教文化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浊漳河沿岸在从公元8世纪到 18世纪近

千年的时间里，能够形成如此密集的佛教建筑，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

带是周边地区佛教研究和传播的"高地"。 因此，仅就现存木结构古建筑时

代延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全国还没有一个

县能望平顺之项背。

平顺生态完美，传统村落保护完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平顺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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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的村落建筑保存完好。 在这个山区小县， 200多个传统村落静卧

在山巅谷低，看云卷云舒，古朴沧桑，原始自然。 截至目前，列人全国传统村

落保护名录的有东庄、岳家寨(下石壤)、虹霓、奥治、白杨坡 、上马、弈底、西

社 8个村庄，列为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有奥治、西社、白杨坡 3个村

庄，村落保护单位居上党前列。 这些传统村落中所蕴藏的亭堂楼阁、寺观庙

宇、学堂大院，都以原始而本真的文化元素，彰显着这方土地上历史文化的

厚重。

平顺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仁人志士，代代涌现。 在明嘉靖以降的有关

记载里，近 500年来平顺英雄豪杰不可胜数，其卓然壮举，惊世骇俗。山西

影响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陈卿;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推行民主共和、

蝉联国会议员十三年的民主革命家石璜;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岳

增瑜、赵作霖;创办太行山第一个互助组的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首倡"男女

同工同酬'\连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全国第一批

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者、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首创全国第一个水土保持规

划、荣膺全国农业、林业劳动模范称号的武侯梨等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书写了一页页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

平顺民俗独特，民韵悠长。 历史上平顺建县之后，曾几经分合，加之明

清时期境内居民部分由外境迁徙至此，来自不同地域的乡民之间相互交流 、

相互渗透，所以从地域方言、思维习惯、民风民俗等方面形成了与其他地区

相比特色更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由此衍生出的民风习俗、村落民居、宗教信

仰、祭祀礼仪、民间工艺 、历史传说等地方文化特色也极为鲜明 。 以乡村社

火为例，其传承千年的四景车、神奇古老的刮街等祭祀活动为华北乃至全国

所独有。

同时，平顺人文历史遗迹繁多;神话轶闻，传说古老;钟灵毓秀，风光无

F良;奇山秀水，遍布境内;四条峡谷，精美绝伦;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气候适

宜，物产丰富;名品特产，享誉华夏;生态优良，世外桃源，最佳宜居，不一

而足O

一方水土养→方文化，平顺的历史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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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常常，我们为拥有这些博大壮观而又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欢

欣鼓舞，同时也陶陶然忽视了它的存在及其对于我们和这块热土成长进步

的价值意义。当我们回望历史，去探索和触摸这些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时，一种催人反思自省的精神力量，令我们陡然感到震撼、敬畏和沉

重。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在你

于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平心而论，先辈留给平顺的文

化典籍遗产非常有限，平顺的历史典籍文化是单薄的，仅有的清代、民国、当

代三套县志，表现的仅仅是平顺在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历史文化信

息都隐藏和涅没在民间，并且时刻面临着散失与消亡。如何保存好、传承

好、弘扬好，特别是深入挖掘整理好平顺的优秀文化，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

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责任，我们应当有

这样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

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日子里，平顺一批富有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的

有识之士对平顺历史文化给予了深情关注，撰写发表了很多以平顺为题材

的文章，编写出版了多部平顺地域文化研究书籍，为传承和弘扬平顺历史文

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我们深知，这样一种自发状态下的兴趣触及和

零散的研究成果，是很难对如此博大深厚的平顺历史文化做出全面的、深度

的解读的，尴尬与困惑在所难免。我们常常就平顺的历史文化高谈阔论，而

又每每因为对她的认知缺少一种较为规范的、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献依

据而感到惶恐;而在对平顺历史文化旁征博引、信于拈来的同时，我们也为

她的存储无底、类别不清，在许多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深感自责。

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近年来，党委、政府对平顺历史文化给予了高度关注，

文化强县步伐正在迈大加快，全面深入挖掘和研究平顺历史文化的机遇空

前，好雨知时节，风正一帆}I顷。

我由宣传部长转任政协主席后，机遇与挑战并存。遵循政协工作"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职责，我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精心组织策

划了平顺历史文化基础性研究等工作，自觉把探索平顺历史文化的衍生、演

变和发展，组织编写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展示平顺历史文化的规范性文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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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协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坚定而响亮地提出了编辑出版《平

顺历史与文化》系列丛书的动议。

2014年夏天，编辑出版《平顺历史与文化》系列丛书构架敲定，基础性

研究定位明确，即要围绕梳理历史沿革，接通文化断层;抢救文化遗产，挖掘

历史资源;认证历史史实，规范文化史料;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底蕴这样

几个方面来定位。 经过多次的研究推敲，我们根据资料的占有情况，先期提

炼出了"文明源流"、"村落华章"、"人物春秋"、"民俗风韵"四个选题，并根据

平)1质本土作家、学者的研究志趣、学养专长和写作特点逐项分工落实了编写

任务。

这是一次步履艰难的寻根之旅，一经出发，便义无反顾。 编写的各位同

仁非常清楚:→部地方性的历史文化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地域的文

化史和百科全书，既要清晰地描绘出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脉络，又要科学地

揭示出它的文化发展走向，还要融史料性、知识性 、学术性、创新性、生动性、

可读性于一体，其编写难度可想而知。 编写者怀着对于平顺历史文化的热

爱，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求是的学术精神，跋涉于

天脊，倘祥于浊漳，攀爬于梯道，登临于古关。叩石垦壤，寻觅文明遗迹;引

经据典，考证著述真伪。 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历尽艰辛，终于将这套内容详

实的地域文化专著捧到了我们面前。

《平顺历史与文化》系列丛书是一部总结历史、盘点遗产 、挖掘史料、收

集遗漏、规范类别、修正谬误、延续文脉、服务现实的地方性文化丛书，它的

编写出版，对于检视平顺文化实力、彰显平顺文化魅力、提升平顺文化影响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整体编排上，力求突破以往同类资料内容散、系

统性差的缺憾;在内容深度上，力求突破以往只是简单的资料堆积的不足;

在资料选用上，力求选择真实可靠、考证充分的历史史料和叙述;在文字运

用上，力求增加更多的文学性，增强内容的可读性。 以期达到进一步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热爱平顺、建设平顺的自豪感和

自信心的目的。

《平顺历史与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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