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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纪念太原建城 2500 年，太原市二三晋文化研究会邀

请省城从事普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撰

写了这套"普阳文化研究丛书"今天出版面世了。 这是学会

政力于普阳文化研究的第一批重大成果，既是对山西"玉骨文

化"建设的贡献，亦是对太原建城 2500 年活动的献礼。

丛书共十二册:~太原历史大事纪年~，扬光亮、张国宁、师

海貌、常一氏合著;~太原考古>>，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体

编著，主编李非，副主编阅跃进、常一氏、周饨; ~太原建直沿

革~，五继祖著;~太原、史略>>，石;交虚著;~晋阳文化金议>>，学元，

庆著;~普阳人义精神~，魏宗禹著;~昔阳诗踪>> ，时新著;~昔阳

民间艺术~，黄旭涛著;~晋阳方言的演变>>，盹庆延、郑学诗合

著;~普阳关术进珍~，张明远、郑学诗合著; ~太原王氏史咯>>，

张海域若;{太原张氏史略~，张海琉著;~太原、旧闯逸事}，若再

琴著。

这套丛书的作者从不同侧面、不同重点，对太原 2500 多

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了认真的分类研究，对晋阳文化的

涵和特色，从不问层次和角度作了发掘和阐述。在丛书

过程中，坚持对文献资料的鉴别、考证，吸收最新考古

前沿研究新成果。丛书力兴体现专业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面向有志于研究昔阳文化的专业工作者，又面向了解太原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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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关心昔阳文化的人群。它是一套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系

列丛书 O

太原、昔阳、并州实为一地二名，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口

它"东带名关，北边强胡，年谷独熟，人府、多资，斯四战之地，攻

守之场也"(~后汉书·冯衍传~)o 清代著名学者服祖禹指出:

"(太原)襟四寨之要冲，拉五原之都乱" "弃太原则长安、京城

(末都开封)不可都也。"(~读史方典纪要·山西~)在中国历史

上，曾经有九个独立王朝在这里建立了闺都或陪都，又是太原

那、并州和路、 i莲、府、省的治所。"三家分晋"、"刘恒治代"、

"北朝称雄"、"李渊起兵"、"五代史替'\"北宋毁城"等，几皮影

响着中罔历史发展的进程。尤其在北朝时期，它融合了先秦

以来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唐王朝

的鼎盛奠定了暴础。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地说"太原王业所

基，国之根本，河东版实，京也所资。"(~旧唐书·太宗本纪~)被

文学界誉为"先有普阳，后有汉店"。明清时期"锦绣太原"再

度辉煌，特别是晋商崛起，开崎罔金融、贸易之先河，至今为海

内外人士瞩目。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古城太原不仅是"中原

北门"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支持的政治舞台，为华夏文明

4源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O 它的

文化积淀一一昔阳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质地高雅。它

是由汉民族和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农耕游牧兼收并蓄，具有

元性、多样性、传永性和特殊性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

统文化中的一颗璀3呆的明珠，也是历史赐予并州儿女的

宝贵的财富 O

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率先发展

的战略目柿。卒光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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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捉升…个现代化城市的功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

力，铸造经济的"航母"作为后盾，同时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蕉，矗立文化的"高山"使人敬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传承

不衷的凝聚力、支撑力，才是托起城市形象的力堂所在。利用

历史赋予我们这笔丰厚的遗产，打造"昔阳文化"品牌，重塑这

座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域的形象"让世界了解太尿，让

太原走向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太原市玉骨文化研究会近年来在对晋阳文化系统的研究中，

深感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分散和零碎的，缺少闰队式的集结，发

掘、整理及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也很不够。这就给我们留下了

不应有的遗憾一一一不共说外地人，就连太原人对古城太原的

历史也不接了解。这种本土文化教育的缺陷，无论如何和太

原卒允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O

建设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文化建设的

根本任务。已经作古的省玉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王璐先生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太古老了，我们要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文化，就不能忽视对历史文化的研

究。因为历史文化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你忽视它是不行的。"在中罔加入 wro 的今天，回味五

璐先生的这段话，其内涵就更加深刻。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化也冲击着中国

这块古老的土地。文化市场的开放，中罔的文化发展趋向

际化，从全球文化大视角肴，是件大好事。因为它可以

进一步会京住了解和借鉴别罔的优秀文化资源。但是，

的全球化，只摇过文化资源的全成共卒，不能是文化价值
、

\ 叫化。中国文化叫化，还是要继承本!:\.;5Æ 1J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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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在融合西方文化中保持并发展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

本土文化。有一位历史名人说过一句话，"不了解自己历史的

人是永远长不大的气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在当前贯彻学习"三个代表"的高潮中，杭理太原的历史，

发掘骨阳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以普阳人义精神:鼓励并州儿女

热爱太原，建设太原，使太原这应古城在 21 世纪安新崛起，实

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德事业。为此，我希望有更

多的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普阳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

把这套晋阳文化系列丛书作为引玉之砖，以便今后有更多的

优秀论著问世;史希望这套丛书作为一份乡土教材，他在当前

的任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使并州儿女进一步了解太原，弘扬

本土文化意识，找回民族文化力量之所在，不断捉升自己的文

化自觉。特别要教育年轻的一代，不仅要热爱和建设今天的

太原，也要了解太原历史，意识到 21 世纪肩上的安份。我想，

这就是这套丛书出版的初农。

另外，本书在纳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太原市市长李荣怀

的支持、指导和帮助，著名书法家林鹏先生题写了书名，著名

古文字学家张领先生题写了笨文名幸，山西古籍出版社热情

支持出版发行，一批企业家慷慨资助，使这套丛书在太原建城

25ω 年庆典之际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回

霍润德

2003 年 8 月于太原

系太原市政府顾问、太原市二?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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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太原市有 1424 个姓

氏 O 其中，姓王的有 278839 人，位居榜首;姓张的有 277526

人，名列第二。这 277526 人中，除去赐姓为张和改姓为张的

以外，其余的不论是祖居太原的还是从外地迁来的，他们的祖

根都在太原 Q 这本书要说的就是这个话题。

1989 年 4 月，我应邀赴香港参加"亚太地方文献研讨会"

时，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是《试述开间正及其源流}，由大会安排

的我的文章的重点评议人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五寿南教授。王

教授是唐史专家，对五代十国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见我的文

章讲到了间国史，又引用了福建《开间忠熬王氏族谱》的许多

珍贵资料，王教授是开问王氏的后裔，祖籍福建泉州，所以对

我的文章倍感兴趣。这样，开问王氏就成了我俩在会上和会

下说不究的热门话题。这种状况引起很多人特别是姓张的人

们的关注。有一天，中山大学的张映秋教授把我叫去，对我

说，您对王氏源流这么热心，为什么不研究张姓源流呢?她

说"我是泰国华侨，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后代，是明清之际从

潮州、|迁到泰国的 O 对于张氏源流特别是先祖九龄公以前的世

系源渊， -ÎL搞不清楚。您能不能对张姓源流做些考察呢?

在泰国大学历史系，也有人研究张氏，由于缺乏资料，对张

源流都理不下来。"我当即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散会后，

主持人香港大学的林天蔚教授又对我说"香港很多张氏

都希望凹大陆去寻根词d且，但苦于找不到去处。您如果能够\
\臼把张氏源流埋下来，特别妃能够把张九龄后裔张化孙的世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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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阳文化研究丛书

埋下来，定会受剌香港张氏族人的极大欢迎。因为这里的张

氏族人很多都是上杭客家张化孙的后代。"鉴于这种状况，返

并后，我便收集资料，开始了对张氏源流的研究，这就是我考

察张氏的缘起。

我是研究明史的，对于方志和族谱历来十分重视，因为这

是两个极其珍贵的资料宝库。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特别

是 1983 年担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以后，收集了一批名

人家谱。在收集和整理家谱过程中，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林甘泉所长和图书馆武新立馆长取得了联系，在他们

以及国家档案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牵头发

起，于 1988 年 7 月在五台山召开了首届中国谱牒学研讨会，

并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中国谱谍学研究会。山西省社会科学

院刘贯文院长当选为会长，我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新

立同志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家谱的收集、整理和

研究工作。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便收集、整理出了两

千多部族谱。其中，张氏族谱有 114 种， 949 册。这些族谱就

是我考察张氏源流的主要依据。本书末的附录中对 21 种张

氏族谱作了介绍 O

我在考察张姓起源时，开始并没有注意张氏的起源地问

题。但是，明朝嘉靖年问由张宪、张阳辉主编的《张氏统宗世

谱》的《本源纪》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尹城派，始祖挥公受

国，在山西太原府属之地。挥生昧，为玄冥 v币。昧生台

，能.:It其官，汾、浅，阵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

…今太原县有庙存焉。"明朝的太原县就是现在太原市

源区。我看了好几部张氏族谱，都有类似的记载 O 清光

绪年问编修的《清河张氏族谱》中，迎合会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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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飞其中，在太原府太原县境内最醒目之处，又给有台拍公

庙 O 清道光《太原县志》卷二又记载"汾水川祠即台拍神庙。

在晋泽王郭村。"这时我才注意张氏的起源地，才明白原来张

氏就起源于太原，才产生了寻找晋源区王郭村台拍神庙的念

头。在太原市文管会张崇彦主任的热情帮助下，我终于找到

了玉郭村的台拍神庙 O 因此，关于张氏起源于太原的说法，这

是明代编侈的《张氏族谱》和清代编侈的《张氏族谱》的明确记

载，并不是哪个人"研究"出来的 O 只不过是由于过去各家的

家谱都密不示人，再加上管理严格和文化水平等限制，所以家

谱中的许多内容大多不为人们所知罢了 O 我所做的工作，仅

仅是把家谱中的这些记载公诸于世而已 O 经过查阅大量的资

料，我终于梳理出了张氏的埠流，撰写成《张氏源流初探》一

文。 1992 年 4 月，我率团赴香港参加《中华族谱特展》时，遵照

香港大学林天府教授对我的嘱咐，便把《张氏源流初探>，列为

这次我在香港展览会期间的演讲题目。同时，又将这个演讲

稿寄给泰国华侨张映秋教授，她收到后立即回信，表示感谢。

我在香港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听众特别是张氏

族人，纷纷前来索要讲稿，并签名留念。香港谱学大家罗香林

的高足张伟国教授，对我的演讲兴趣极大，他说，他打算到太

原来进行实地考察。同年 7 月初，张伟国教授果然到太原来

了，我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并陪问他到普源区的王邬村，对

残存的台拍神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随后又合影留念

i自月1 时，他说"这次大原之行，收获很大。看来，明清时

修的张氏族谱中，关于张氏起源于太原的记载是很有

的。"张伟国教夜是海外张氏后裔中第一个回太原来考察张

祖庙的人。 飞

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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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考察张氏起源过程中，得到了同行好友太原市南郊

区政协王剑宽先生的协助和配合。 1992 年 8 月 29 日，王剑宽

首先在《山西日报》上，以"张氏祖庙在山西"为标题，介绍了我

在香港的演讲稿一一《张氏源流初探》。从此，王剑霓先生便

加入了张氏研究的行列 O 随后，我把在香港的演讲稿改写为

一篇《张氏起源于太原》的短文，刊登在 1992 年 9 月 6 日的《太

原日报》上。随后，{三晋文化论丛》第一辑、《谱牒学研究》第

四辑，分别全文刊登了我的《张氏源流初探》一文。接着，王剑

霓又发表了好几篇从史籍文献入手，考证张氏起源于太原的

文章，台湾〈中央日报》对此还进行了报道，英国的《世界日报》

又转载了这一报道。 1996 年 1 月 7 日，{太原晚报》刊登了记

者申建宏撰写的题为"张氏祖籍在并州"的文章。 1998 年 11

月，{生活晨报》和《太原日报》又连续刊登了王剑宽先生好几

篇关于太原张氏的研究文章。这样，张氏起源于太原的情况，

便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1999 年 4 月 12

日，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研究中心的袁义达专家特意来到太

原市晋源区的王郭村，亲自选取王郭村张氏后裔的血样，他们

计划通过 DNA 测定，对张氏先祖展开追踪研究。 1999 年 10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谱牒研究》专集，刊登了我的

《太原张氏起源考》一义。 2则年 l 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太原张氏遍天下》一书 O 同年 5 月，大原市小店区文史资

料委员会又编辑出版了《天下张氏出太原》的专辑。 2ω2 年 l

，现代出版社和华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华姓氏谱》张姓

。《中华姓氏谱》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点项目，由中国史学会

副会长李学勤任主编，张姓卷则由我本人撰写寸该书对于张

氏起源于太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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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3 年起，来太原市普源区玉郭村台抬神庙"寻根访

柜"的人，逐年增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是 1997 年 9 月 7 日来

到太原的马来西亚"寻根问祖"中国旅行团。该团由张玉光任

团长，共 54 位成员 O 团长张玉光的儿子张唆翔，是从加拿大

特意赶来太原寻根祭祖的。张唆翔在《寻根拜祖感官》中写

道 :"1997 年 6 月的一天，获家父玉光来电，要我与家父母一起

到太原寻根条祖，我高兴极了。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梦寐以

求的事情。家父要我到太原寻根祭祖，圆了我的寻根梦，使我

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不能用笔墨来形容

的 o 9 月初，我便带上录像机和录音带赶了回来。"团长张玉

光在代表团的寻根记事中写道"因查悉山西太原市有我张氏

始祖挥公孙子台拍的遗迹和祖庙，所以，我们张氏寻根团务必

到此祭拜，以便实地参观考究。"当寻根祭祀回到达祖庙后，因

长张玉光在记事中又写道"我们张氏宗亲代表团全体成员，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太原寻根祭祖，当我们亲

眼看到张氏祖庙和台抬公像时，其崇拜和激动的心情，是无法

用语宫表达的 O 祖庙虽然历经风雨劫难，但是台骑公像依然

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口因此我们祭祖的热情和祭祀的诚心，丝

毫没有受到影响口" φ 唱

9 月 7 日，当以张玉光为团长的寻根祭祖回到达王郭村

时，受到当地张氏联谊会和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他

们早巳为马来西亚的寻根祭祖团举行祭祖活动做好了一切

要准备。:当团长张玉光整理好队伍后，一声令下，祭祖仪

在虔诚、肃穆、隆重、壮严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锣鼓声

炮声，把祭祀活动推向工商潮。祭祀结束后，团长张玉光

6550 元人民币交给王郭村张氏祖庙修复委员会代表张伦寿，

边远如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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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这点钱是代表我们的心意的，它表明我们愿为修复祖

庙尽一点宗亲的微薄之力。"通过这次祭祀活动和实地考察，

张玉光本人和代表团全体成员都认为，太原就是张氏的起源

地，正郭村的台拍神庙就是张氏的祖庙。所以， 1999 年 9 月，

张玉光义率领马来西亚寻根祭祖团，再次回到王邬村的台骑

祖庙前，举行极其隆重而肃穆的祭祀活动 O

AV 

JJ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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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姓起源

关于张姓起源，流行较广的有始视解张说和始祖张挥说。

赐姓为张、改姓为张以及异姓问宗、异姓联宗的张姓，自然也

都是张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始祖解张说

关于张氏始祖解张说，出自宋朝郑樵的《通志>>0 <<通志·

氏族赂》曰:

"张氏世仕昔。音分为二，又世仕韩，此即音之

公族以字为氏者。……按晋有解张，字张侯，自此晋

国世有张氏。则因张侠之字以命氏，可无疑也。赵

有张谈，韩有张开地，赵韩分骨，皆张侠之裔也。"

在秋时背国公族中确有解张其人。《左传·成公二年》载，

背景公十二年突四(前 588) ，晋国与齐国战于鞍(山东历城四

北) ，晋固执政来 11面前线指挥大战，张侠为执政御车，执政被箭

射伤，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倪击鼓之声一直没有中断。张侯亦

被箭射伤予和肘部，张侯把箭拔下来扔掉，他在于执管驶车，

右手协助执政击鼓，伤而剪进，带领全军奋战，在最危急的关

头，没有后退，终于赢得了鞍地之战的最后胜利，张侠被誉

"圣勇气

春秋时，晋国公族中虽说有解张其人。但这并不

解张就是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因为在解张之前，现存的

经》中早已有关于张仲其人的正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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