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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共武乡县委书记 (可
武乡是一个千年古县勤劳勇敢的武乡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

灿烂的物质文明，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乡俗民情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武乡的人文历史，反映

了武乡人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礼仪道德、生活习惯乃至民族情感等

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过去，也承载着现在和未来 。

如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追求生

活时尚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一些

依靠口传身授予以传承的民俗文化遗产不断消失许多民俗文化面临

人亡艺绝的危险 。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保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O 不少地方通过深入挖掘和保

护民风民俗而发展壮大了旅游经济我们也在保护民俗文化方面作出

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武乡顶灯等传统文化已经申报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 我们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仅要靠"八

路军"吸引游客，还应该从民俗文化中挖掘新的东西，为我们的旅游经

济注入新的活力。

每一个武乡人都知道，我们不仅有一片共同的赖以生存的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以来以一种共同的方式生活着 。 我们吃能吃出

特色，玩能玩出花样，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样样都与众不同，乡俗民情

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 每一种习俗都能折射出一定的文化

信息，都能反映出武乡人的精神风貌。因此，乡俗民情是需要我们认真

研究的，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我们还可以从中汲取



到很多的营养。如果我们让有价值的民俗文化逐渐地离我们远去，就

会愧对家乡的父老 。 我们应该不断地传承在传承中发扬光大 O

《武乡乡俗民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兼具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

性等特点，向人们展示了源远流长、悠久深厚的武乡民俗文化 O 书稿看

了之后，我感觉很好，县政协在文史资料方面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 O 我相信， {武乡乡俗民情》一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为后人留下宝贵

的文史资料，对于促进我县的经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

推进移风易俗，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创武乡老区美

好灿烂的未来，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O

是为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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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县人民政府县长 /司吟

武乡地处太行、大岳之间，东邻黎城、左权，西连平遥、祁县，北与榆

社相接，南同沁县、襄垣为界 。 境内山河交错，沟整纵横，最高峰花儿墙

海拔二千零八点五米，最低处监漳滩海拔八百米，东西群山连绵起伏，

中部属黄土丘陵地带浊漳河、蟠洪河纵贯境内 。 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

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武乡，因武山与乡水而得名 O 全县 21 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 18 万

人，县城居民 3 万人 。 在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武乡儿女励精图洽，

艰苦创业 。

武乡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 黄土秀色、大山雄姿、丘陵起伏、碧

水蓝天，自然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山美、水美、景更美 O

武乡古代文明和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祖先留给后人

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O 岁月的流逝无声无息阻挡不了武乡文明的

光芒四射 。 穿过历史的时空，回望武乡古代文明的孕育和生威，透过历

史的烟云，凝眸武乡历史文化的繁荣和兴盛，武乡大地历史文明几千

年延续而不衰，传统文化几千年流播而不竭 。

武乡是戏曲之乡，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O 土生土长的武乡秧

歌，从清代问世以来，历经锤炼，日臻完美 。 戏曲梨园，百花争艳，催人

奋进，鼓舞士气，声冠上党城乡，誉满三晋大地 。 武乡不仅秧歌戏好看，

而且民歌悠雅动听 。 以"开花"为代表的山歌小调、方言土语，随唱随

编，地方色彩浓厚，黄土韵味十足 。 武乡三弦书、琴书是山西的主要曲

种之一，土色土香，地方气息浓厚，给人以纯朴之感，让人雅俗共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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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不仅曲艺声名远扬而且群众文化艺术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尤为奇特的顶灯，既有观赏价值，又可健体强身@

传统有小花戏、霸王鞭、秧歌舞、踩高挠、龙灯舞、狮子舞等，很受百姓

观赏。小花戏于抗日战争时期，由左权传入武乡抗日根据地.它是一种

群体节目，人人手持彩扇、彩绸。边唱边舞一扭一摆，彩扇、彩绸凌空飞

舞，活像彩蝶纷飞，深受群众喜爱。霸王鞭，又名打花棍 。 是儿童一种传

统表演歌舞 O 表演时，动作一致，舞蹈整齐，花棍飞舞，并且边打边唱，

激动人心。秧歌舞又名扭秧歌。抗日战争时期由延安传入武乡.节目

大都是以拥军优属、发展生产为主题的内容。根据剧情，该口昌、该说即

兴演出 。 这种运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o 高挠，又叫踩高挠，全县普遍流

行 。 高烧舞是一种民间歌舞表演形式，其动作诙谐、幽默。

武乡是礼仪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O 华夏大地，沧海桑田，沉淀

于社会底层的民俗文化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 。 "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俗"。 武乡民俗民风，既有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又有山河之

地的影响，因而具有它的特殊性 。 新风旧俗，染于城乡@每逢岁月节庆、

红白喜事，武乡 人民总会把生活礼仪、民间风情习俗表现得酣畅淋漓。

武乡是美食之乡 O 美食长盛不衰伴随着武乡人民度过了无数个

寒来暑往 。 这里面食花样、主副兼备、小吃繁 多 、风味各异 、货真价廉、

经济实惠、营养丰富。枣糕是武乡久负盛名、声誉最大的名吃，其工艺

讲究，配料精细，在上党名吃中一举夺魁 。 饼子是武乡的风味小吃，其

色泽白中有黄，外脆里香，携带方便，是上党人民共享的食品.

武 乡 的民俗、民风、民情，更像是一枚胎记，牢牢地印在心坎里，和

那山川河流，一起在生活中流淌不息 O 所有的一切，都会与节令发生着

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O 节日是纪念 ，是人们的祈愿@春节贴春联，元霄

闹花灯，清明祭祖坟，端午艾插门，中秋吃月饼…… O 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古老的习俗总是在生活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O 哪一个节日不

是与纪念和祈愿融汇。武乡像一幅悠长的历史画卷，它记载了昨天，展

示着今天 。 这里有着独特的地方风俗 。



《武乡乡俗民情》一书，共 30 余万言，分六个部分。 从生活习俗、节

目喜庆、婚丧礼仪、民间文化、庙会集会，方言农谚七个方面入手，介绍

了当地的饮食、服饰、民居、养殖、文化艺术、民俗民风 。 此书内容丰富，

涉猎广泛，笔法考究，文风淳朴，引经据典，资料祥实，考察生活细致入

微，内容安排独具匠心 。 一书在手，神游乡野，品味乡风民情，体察百态

人生 。融知识性、文学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耐读、耐品，意蕴深远 O

武乡历史悠久，地域广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八年的抗日战

争中，谱就了不畏艰难，敢于胜利的太行精神 O 正值弘扬太行精神，实

现跨越发展的当今继承与发扬武乡乡俗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让我们

乘着转型发展的东风抢抓机遇为实现武乡的全面跨越发展而努力!

二 O 一一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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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乡人文景观

段钦红

武乡境内山河交错，沟昼纵横。 最高峰花儿培海拔二千零八点五

米，最低处监漳滩海拔八百米，东西两端高，为土石山区，群山连绵;中

部较低，浊漳北原纵贯县境东南，多属黄土丘陵地带，从史前的新石器

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

武乡，历史悠久，英才辈出，西晋时期，由奴隶到皇帝的政治家石

勒，就出生在这里，廷至明清，又出了吏部侍郎任原，工部侍郎程启南，

兵部侍郎魏云中和左都御史魏光绪等政界人物 。 在这一时期武乡的进

士数在山西省是名列前茅，在路安府名列第一 。 佛图澄，高欢、傅山等

历史名人也曾寓居武乡 。 从共产党诞生之后李逸二、魏煌、段宏绪、段

若宗等志士仁人，为革命奔走呼号，宁死不不屈 。 抗日战争时期，未德、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等老一辈革命

家曾工作、战斗在武乡 。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中国革命提供

了五千三百多名干部，有一万四千余人参军，三千多名优秀儿女为祖

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功绩将永垂青史。 勤劳勇敢的武

乡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绘出了最绚丽、最壮美的历史蓝图，武

乡的地形地貌特定的龙脉风水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武乡的龙脉

武乡的龙脉一一山脉分为四大部分，东部属太行山区，群峰叠峙，

气势磅碍，重岩起伏，隐天蔽日，千姿百态，无形不备，比较著名的山峰

有双峰山，望城墙、崇城山、黄岩培、大井盘、墓岭山 、黄纪培等 。 祖山黄

纪培 。

双峰山，位于县东北部的墨锤乡之北，海拔一千五百二十一公尺，

山顶有眼石井，泉水常年不酒 。

王城蝠，位于墨锤乡青草烟村之东，海拔一千七百一十三公尺。

崇城山，又名棚棚寨，古时亦称进士岩 。 在王成培之东，海拔一千

五百二十二公尺。

黄岩蝠，旧称黄岩山，一名花儿蝠，因山岩色黄而得名 。 在县东左

会村东南，海拔三千零八点五公尺，为武乡最高山峰。

大井盘，又名天城山，因近大井村而得名，海拔一千八百二十公

尺，位于窑湾大井村东南 。

皇帝蝠，原名黄纪墙，传说宋代有一百里王镇住此山为寇，自称为

皇帝，后改名为皇帝蝠，是县境东部山脉的主峰，位于石门安乐庄村之

东，海拔一千九百五十一点八公尺，山顶呈乳头形，地面开阔 。 东南为

悬崖绝壁，有十八盘裁道。 东为深沟陡坡。 山大林密，地势险要，历代为

兵家所重，此山为武乡东部的祖山，从地名形势看，此地非常高贵，定

出帝王 、将相人物 。

此外还有板山，跑马岭，桦树凹，前顶山 、冷山背 、 高帽夫 、千树培、

大石拐，郝岭烟、老安凹，东石墙，拴榆凹培等山，海拔均在一千五至两

千公尺之间 。

西部属太岳山区，地势高峻，支脉繁多，重重叠叠的山峦，峰峦起

伏拔地而起，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它们的样子象鱼，象龙，象鸟，象狮

头，马鞍，笔架 。 除昌源河以西的泰王头，寿礼疙瘩，大平凹山，介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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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南北走向外，以东的云盖山，大宫寨，虎头山，油篓山，子金山等都逐

渐向内地延伸，形成武乡西部的天然屏障 。

云盖山，位于县西分水岭南关镇东二里处。 海拔一千五百五十六公

尺，怪石畴崎，植被稀疏 。

夫子山，在南关镇北五里处，呈东西走向，横插祁、武两县之间 。 石

壁倚天，孤峰如屏，昌源河绕其南，阴地峡界其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

大宫寨位于分水岭南关镇之东南五里处，山峰陡峭，青松遍于东

侧，海拔一千五百五十六公尺。

虎头山，因山势如虎而得名 。 在分水岭西庄村东 。 海拔一千六百五

十二点一公尺，东北南三面为深谷，西面五道浸山梁象虎爪一样，伸向

太大公路，形成优越的军事要，历史上屡经战事，残迹依然可见。

子金山，位于县西北石盘北部，海拔一千八百零八公尺。 为我县西

部最高峰，是西部的祖山 。

烂柯山，故城镇山交村之南的沁武交界处，海拔一千一百七十四

公尺。山中有五景:一为问神崖，二为锣鼓洞，三为马蹄踪，四为石棋盘，

五为石蘑菇，各有典故，传说甚奇 。 蓬莱山，亦名小泰山，在涌泉乡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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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北，海拔一千一百一十六公尺，山势奇特，景色幽雅，古有庙宇，池

塘，曾为一方之胜景 。

较为有名的山峰还有禁山顶，油篓山，笔架山，明月每，四龙山，龙

王山同，尧王山，白马山，火龙山，独石岩，塔儿山，牛金山，子和山等海

拔均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间 。

中部地区:分为北部与南部两部分，大部为海拔一千公尺以下的

丘陵地带，较高的山有佛爷顶，架架顶，五龙山 。 此外还有一些虽不高

大，但颇为驰名的名山 。 南部山脉由沁县撞山发脉，入武乡境内，佛爷

顶起手且，因昔曾建有佛爷神庙而得名，位于县南十五公里的上司乡吃

老湾村西 。 最高处煎饼椅，海拔一千二百五十七点五公尺，为县南最高

点，与架架顶等几个主峰摇呼相应，高矮参差，形成三峰鼎足而立，高

风壮骨，掌起青天。

五龙山，我县有两处，一处在涌泉乡寨上村北，另一处在监漳村西

南，旧称三龙山，亦称为监漳山，上有五龙神庙，下有会仙观，后人以庙

命山 。 此处山清水秀，景色清幽 。 五龙神庙建于元代，会仙观建于明嘉

靖年间 。 此庙，观均为我县尚存之稀有古迹。

南神山，旧称南山，因山上有山神庙而称南神山，昔有观音井、八

角池、龙爪槐等 。 风景秀丽，清静幽雅，古之名人，隐士常到此游玩，碑

喝诗赋甚多，漳河从山脚下经过，蔚蓝明净的河水缓缓的流过，早上与

傍晚在晨雾和晚霞的映照下，是那么样的神奇，那么样的多姿，远远望

去，堆蓝叠翠的峰岭下，深谷、幽谭 、 紫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

似天堂，神仙景 。

北部山脉，主峰榆社黑神山发脉，北原山结穴，俗称北台顶，后赵

石勒皇帝，生在北山左侧的东河沟 。公元二百 O 三年，在此山安营设寨，

屯兵休整。 故称石勒寨和石赵故域。

凤凰山，原指涌泉乡祁村北面的土丘，俗传凤凰曾栖于此，现在所

指的凤凰山在县城之西，原名西沟山，红河台 。 因其呈凤落台之状。 一

九五八年定名为凤凰山，山虽不高但南瞰涅水，北携牧河，登山可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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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太焦铁路穿山而过，一九七二年建革命烈士纪念塔于山顶，现在八

路军太行纪念馆在山脚下已经建成，太行广场还在建设之中 。

武乡境内主要河流有浊漳北源，涅河，马牧河，昌源河，云簇河，洪

水河 。 按其流域归属分为黄河，海河两大流域，归汾河，南运河两条水

系 。 其中分南的昌源河，流域面积八十五平方公里，属黄河流域汾河水

系 。 其余河流均为海河流域的南运河水系，县内流域面积一千五百二

十五平方米 。

浊漳北源干流:古称武乡水，俗称关河，是全县第一条大河，其发源

于武山，即榆次，和 )1顷，榆社三县交界处的尖色儿岭，由榆社北来流向

东南，经城关、故县、上司、大有、监漳等乡镇，流入西营合河口村，和浊

漳南源汇合为浊漳河，境内全长三十公里，流域面积六百二十点八平

方公里，沿途有涅河，南亭河、贾豁河、大有河、活庄河、监漳河等支流汇

入，一般流量为 2 立方米/秒。

涅河:古称涅水和甲水。位于县西部，是浊漳北源较大的一级支流，

发源于护甲山分南乡的五里铺村，河水由西流向东南，在关河水水库

下游汇入浊漳北源干流，流经故域，南涅水(属沁县) ，涌泉，松村(属沁

县) ，城关等乡镇，境内全长四十八公里(包括马牧河) ，沿途有西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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