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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

一一品读王更虎、马窜堂近作《辉建沁井D有感

王兆捧 回禹定

您是褂外i人，敢坷您知道沁1峭的历史吗?

这，应该是每一个沁捕人的"天坷"。

. 1 • 

勇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千百年来经由无数人精心构筑的辉煌殿堂。在

这座神圣的殿堂里，镜刻着人类的记也、民族的诗篇，游动着精神的魂灵、先羁

的歌唱;而无数'琼，岛动魄、引人入胜的故事，风流潇洒、吃吨风云的人物，跌右

起侠、悬念迭出的过程，用足以让人神牵梦绕、流连忘返。历史对于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来说，是精神的家罩、生命的魂魄、不灭的记'也;而一个民族或一个地

区的历史越是悠久，其文化的积淀就越是丰潭，其生命力就越是旺盛和顽强。

所以，要想征摄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最有效的绝招就是消解其历史，追使其

失去记忆，失去精神魂槐，使其成为一个迷失故土、无家可归的浪人，不知道他

是谁，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天大的命题。关于这个命题，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过透细而明晤

的翻述。清末民相伟大的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

之桔，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潭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

先，必先去其史。"意患就是说，想要灭亡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消解这个画家的

茄史:想要毁灭其民族精神的大厦，数坏其伦理纲常道德，必须首先消解其历

史;想要断绝其人才资源，京消其母语教化，必须首先消解其历史;想要叫人背

叛自己的程先，也必须消解其历史。后来，另一位思想家章太炎则将其概括为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龚自珍则又从正面得出结论"欲明大道，&，先知史。"

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搏大智慧 C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珍挽自己历史的伟大民族。固有国史，族有

族史，县有县史，家有家史。作为世界上医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民族，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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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之厨以没有豫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那样亡国灭种，

其提本原因正在于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的药史。至高无上的中华魂

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每一个中华JL女的心灵。由此可见，历史与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何等的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历

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管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处于怎样危急存亡的绝

境，只要她的历史没有被商解，被中断，她的魂魄就仍然存在;只要她的魂魄还

存在，她的崛起和复兴也就捂目可待。

一年多来，笔者曾连续三次展读洋洋二十五万言的书稿《辉煌沁翔)，浮想、

联醒，感慨系之。特别是痛切地惑梧到:自己作为生于斯、长于薪、桂先葬于

斯、寸步未离于斯、商又年近古稀的标本式的沁外|人，对于自己家乡故土的来

龙去臆以及她所轩射出来的强特的精神特员和人文内捶竟然凡远无知，不禁

吓出一身冷汗，大有被人猛击一掌、大喝一声的震惊。于是，笔者不顾年老体

弱、文景劳心，毅然接受了读书作者王更虎、马留堂先生的诚恳邀约，为这部沁

州人不可多得的通锚史学著作写下一点感悟性的文字，借以找到自己作为一

个土生土长的路州人，心灵得以慰藉、得以安顿的成护所，也与广大沁分i读者

共民感受家乡历史文化的启迪和梅浑。

《辉煌品外1)是一部形象记述沁州历史亮点的通俗史学文本，是一位泌州

农民子弟历经数年鼓阂，黄卷青灯、索隐钩沉、上下求索、最昏耕耘的心血结

晶。首先，它使几千年来蛛网尘封、散供子泱泱史海的沁州史迹，得以第一次

在作者高亢的集结号前召唤下聚拢起来，组成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方阵，高度

集中市又形象逼真地震现在我们面前，使我如有提会领略家乡托州历史星空

的浩渺和亮点的纷呈;与此同时，它也第一次使有关沁判的JJj史事件和历史人

辑走出历史学家的神褂书斋和历史学科的象牙尖塔，走近平民百姓的街头巷

尾和底层民众的柴门土筑，同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口口相浩的民间传说顺利接

轨，相互印证，演绎成为一个个辛辛州人一看便知、一听便懂、喜闻乐见、耳熟能

详的鲜活故事 O

在作者的语境中，我们得以沿着深邃翻远的时空隧道何望沁州大地浩渺

的历史星空。远吉、中吉、近古直至近代、现代、当代的历史画卷薇次徐徐打

开。这时候，我们的祖先镜刻或书写在甲骨、摩崖、竹筒、丝串上的那些古奥生

涩的卡辞和象形符号，摇身一变，都成了今日百姓的口头自话:史前时代流传

下来的、在民间不黯演绎诠释臻于完美的神话传说，凡经佐证，都成了自噩其

说的史话;有史以来，历代史书上结理整牙的"之乎者也经过一番脱路换骨

的擅变，也成为今 5百姓街谈巷议的民间徨语。被时间蒙在史籍上的神秘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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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被层层剥离开来，被文言蕴含于古籍之中的精彩内涵被充分揭示出来，使我

们顿时觉得，原来，一贯令人高深莫阔的家乡历史，竟然如此质朴自然、贴近生

活;而一贯令人敬而远之的历史人物，又是如此亲切惑人、假曾相识。

这是一个典籍文献大众化、通俗化、时代化的过程。千万黠小看这个过

程，它不啻是一项历史文先民生般的创新工程。在当前开发历史人文资源、开

展国情省情基情教育、发展古色红色绿色文化旅潜事业和创建学习型挂会的

热黯中，通俗史学的隆重登场，无疑具有普及历史文化和提高全民族素盾的里

程碎意义。《人民 B 报》著文称:要用茄史文化"化"大众，必须先使历史文化

"大众化"。王更虎先生这样做了。这是他对沁外i历史大众化所作出的一大

拓荒性贡献，也是《辉主皇泌分1)一书的第一个特色，琦"\ l!P 它的通俗性。

其二，是它的纪实性。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求真，历来就是

史学的生命。没有史学工作者的求真棒掉，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呈班;而丧失了

真实性的历史，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认为，历史

学枣管是经过历史工作者主现加工过的主体化历史，但是却只能对客现历史

事实进行有限的评价和选择，而绝不能随意剪裁、戏说租杜撰。因此，史家只

有具备了"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史德、史识、史担和史责，才能写出信史来。

为了秉笔直书沁州的历史亮点，王更虎先生翻碍了数以百万字的JJj史资料，密

切关注每一次在兑的考古发摇工作，走访和请教7诸如王中庆、石波、马留堂、

张晓林等一贯致力于沁州史学研究的学者和众多亲属、亲见、亲历人士，经过

一番去粗取精、去伪从真、由此及桂、自表及里的盟剧和研究，才开始审慎下

笔。

在作者的笔下，紧紧围绕为沁人构筑精神坐标、找回自尊吉信的现实主

题，本着"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的原则述史。重点选择了 1937 年山西青年抗

敌决死队奉命"做眼"沁知，使毛泽东关于让晋东离抗日提据地成为华北抗战

的战略支点的构想变为现实 ;1938 年朱德总司令在小东岭村召开第二战区东

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一举取得国共合作精碎臼军"九路围攻"的伟大盘和~;1946

年上竟战役中，泌州人民拾担架、送军粮、支前参战，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揉抢夺

抗战胜利果实的内战期谋; 1947 年，沁捕人民掀起"二另二"大参军热潮，三千

五百翻身农民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大跃进期间，辛辛:圳人民拦新漳河水不

出县、开创了以"葡萄式的水库群、蛛雨式的灌概渠、蜂窝式的透河井"为特色

的太行水乡;从上在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丢人大常委会不断推进制度创

新，使"一府两踪"领导干部承诺公示、人大进行会示监督的琵主监督模式不新

臻于完善等等重大历史事件G 将这些轰动全国、令人壮怀激烈的当代史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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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书写，充分体现了挥者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为历史负责的科学精神，读来

使人荡气西路，浑身充满"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提鳖"的豪情壮志。这是该

书的第二大特色。

其三，是它的形象性。毫无疑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学作为

一种"雅学"由于它的时间古远、卷l跌浩繁和文字理深，历来又是为一般平民

百姓所无缘接触且难以揭读的。特别是在分工越来越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的当今读罢时代，除了专业史家外，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阅读

那些浩繁的史书的。正是由于以演义性为其特征的通俗史学的诞生，打敲了

这种僵局，照亮了人文历史的朗朗天空，促进了历史文化的提捂住，实现了史

学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伟大跨越。所谓"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

非无生有者也"(刘廷班《在国杂志》卷 2)。演义，是通俗史学的范式 O 它是在

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指导下，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缸作原则，通过铺

设情境、设计情节、塑造人物、演绎故事而实现的艺术真实，丽绝非无中生有的

空穴来风。

在我国部历史上，从两宋时代的说书、讲史，到元代的小说、平话，再到明

清时代我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望演义》的出现，开辟了一条形象化史学

教育的道路。农民子弟王更虎先生深知，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平民百姓

来说，他钉最有资格了解自己创造的历史，也最有能力解读蕴含其中的深刻内

髓 O 当然，他们学茄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从创造历史的先辈

们那里，摄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嚣的精神营养，获取为人处世、

知人诠事、做人做事的道德智慧。因此，他钉更关心的是故事情节，是故事发

展的生动过程、曲折悬念和最后结局。至此，我国的史学体裁，除了编年体、纪

传体、典制体、传记体之外，叉开缸了演义体c 这就说明，历史文化的"大众化"

是众望所归，是必然趋势。历史文化的"大众化"不应该是呆桓化、说教化，而

应该是生动化、影象化。

于是，在作者的笔下，辛辛外i大地上人类史前地老天荒、海陆变迁的神奇场

景得以复活，蛮荒时代必州先人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生活状态得以再现，人

类社会诸侯纷争、武力兼并的刀光剑影得以重演，社会形态曲折演进、走向文

明的历史轨迹得以重现。于是，段才知部滩的鱼类化石，大离龄上的恐龙遗骸，

北城出土的剑齿象，古或出土的石斧和陶醒，等等，都在演绎着沁州大地上曾

经一度的辉煌，都在诉说着沁州大地的悠久历史和险扑i先员的无穷智慧。登

上册村万人墙，耳期一片喊杀声，赵奢将军的兵事便历历在吕;站在巍巍羊头

山，眼前一片好庄稼，炎帝得嘉禾而开启农耕文明的故事便一幕幕浮现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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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头山巨泰定黄种，陪捕小米荣登国家标准榜;古城晋国铜革是宫占地数里，昭

示沁分|版图的要冲地位;南涯水石刻栩栩传神，演绎着托邦大地佛教文化的盛

景……淹没在必州大地上的每一段历史，都接演义为有情有景、有因有果的故

事:活跃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演义为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英雄。王更

虎先生这样做了。这是他对沁州历史文住大众化所作的又一大贡献，也是《辉

煌沁州》的第三个特色。

其西，是它的人民性 c 人，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以人为本，是一切页史

研究的宗旨。患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毛泽东说人民，只

有人员，才是能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沁则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历过各

种不再社会影态的演变，但都离不开沁州人的亲自参与 O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

中，不论是哪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不论他妇代表着哪个政治集团和哪家

郡涯的政治诉求，者在会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理此，只有对历史人物进行盟别

性研究，才能揭示历史的真貌，从而更好地圈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

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褒贬，都必须遵循三条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

于历史的进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为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做出了创新性

建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型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基本原则。

沁#1人是一个黠劳勇敢、聪明睿智丽又深萌大义的群体，沁州"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命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王更虎先

生笔下的沁州历史人物，个个都是匮天立地的时代英雄。在这韬历史人辑的

长露中，我们为首开沁州政区、受到孔子赞扬的羊舌民三贤的整德嘉行而模

倒，为客居沁分i六世、教出南唐八大国公的大教育家王通市喝彩，为出自沁州

的费末直臣廉吏张摇、霍守典的浩然正气丽动容，为走出品卅辅在康黑逆来

"康乾盛世"的一代名相吴王龚菇骄辙。在王更虎先生揭笔触导引下，我们结识

了走出锅罪宫的第一位草根皇帝高欢，植籍仁胜村的北宋草莽英雄困虎，世

居乌苏村而享誉江离诗国的平民诗人王省山，以及东山村赵全父子和后沟村

杜丰父子等。这些早已走进历史深处的辛辛州优秀儿女，如今都出来和我如平

等对话，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格魅力启迪我的的人生智慧，点化我们的精神魂

瑰，为当代辛辛炜人指点迷津、如油鼓劲。

特勇号是当代以来，辛辛分|更是人才芸萃、费彦迭出 O 有留学美国、享誉世界

的大豆专家王绥，有发现和培养了伟大的雷锋精神的无名英雄韩万金，有创造

了地方工业支援农业先进经验而受到毛主席赞扬的县委书记串鲁晓，有比安

徽省凤南县小岗村更旱地实行了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嚣的锦堂岩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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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龚来文，还有霍昭汉、卫崇探、张哗等八位走出沁州的共和国将军和王大

任、王克文、温前山、王析等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众

多国字号领导干部和英雄模草人物。 他们的高风亮节，更是以"数风流人数，

还看今朝"的震撼，成为每一个沁州人的精神偶像，给人以"做事要做这样的

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热切召唤。

生生不，息的沁外l历史，沁分|人文精神臼积月累面又与时俱进的历史，是我

1f1沁州人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O 她使我们得以继承以往一切时代泌外|人的精

神、思想和情感，形成了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统续下具有陪州地方特色的人

文精神 c 这些蛤外i精神的丰富内i蝠，概捂起来大体有以下五种:其一是耕读传

家、诗书继世的尚智精神，造就了沁州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风美德;其二

是追求卓越、见贤思齐的进取精神，激发了比州人健康向上、开拓奋进的不竭

动力;其三是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务实精神，奠定了沁州人谦虚谨4慎、踏实苦

干的处世态度;其因是宽草诚信、乐善好施的包容精神，培育了辛辛捕人睦邻友

善、和浩共赢的人生理念;其五是直道而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孕育了陪州

人仗义执言、勇于担当的英雄气穰 C 正是凭借这些精神，使我们得以正确面对

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挑战，成为我们沁州人世世代代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O

《辉煌沁州》一书，为我们发掘、继承、总结和丑扬沁割的人文精神提供了一座

贮量可观的富矿 O 这是本书的第四个特色。

其五，是它的时代性。有道是，任伺历史都是当代史。传统史学以经世致

用为旨归，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住良传统。孔子编撰《春秋》商

使《春秋》具有了"存亡胃、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经世匡时意识和惩恶劝善的道

锺评判j价值"引领人们"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c

这样的历史，就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现实生活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摞;品读

这样的历史，就会使我们看清过去的路面得以知道现在的位置，使我们知道

"我从何处来、现在在哪里、将向何处去"。这就使史学成为人文精神的渊菇，

人生智慧的集成，人世沧桑的载体，人类文明的灯塔，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引无

数英雄竟折蟹。

面对家乡沁分|在历史上曾经数度吨吨风云、引领时代潮流的辉煌记录，国

首辛辛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次次痛失机遇、落伍掉队的尴尬处境，目睹沁分l

人一度精神抵迷、自信疲软的颓废情绪，作为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和

一生酷爱文字工作的王更虎先生深知欲明大道，菇、先知史。"沁州人前赴后

继、生生不息的历史，是泌步li人安身立命的文化软实力，足四激活每一个品外i

人的自尊忌、自信心及其聪明才智。正是出于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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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杯，王更虎先生在退休之后，产生了聚焦必分IE百史亮点、提振县人精神力量

指创作冲动 O 正好此时"天赐一个国志嘿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一远县委，以科

学发展现为指导，重新盘点沁州山河，重新审视沁州优势，重薪定位沁州发展

战略，高屋建钮，提出了"以水为魂，以土为报，以邻为重，以人为本"的发展战

略，并带领全县人民华面转身，开辟了一条无矿产资源县可持续发展的黯光大

道，这就更使王更虎先生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一部以激肆沁判人

低谷奋起、跨越发展为旨归的通俗史学读本使呈现在读者雷前。这是该书的

第五个特色 O

诚然，任何历史著作都会存在局限性，王更虎、马留堂先生的《辉煌沁如D

也不例外。纵观全书，在体裁体倒方面，在史实史识方面，在视野视界方面，似

乎都有值得商捷的地方。但是，作为沁到通锚史学的开山之作，我们既不应该

苛求吉人，也不应该苛求今人。况旦，她并不影响我们从中得到教育和启迪。

当然，我们也热切期望更多更好的泌州历史文化新作的摞摞濡现。

欲明大道，必先知史。让历史告诉现在，启迪未来:使现在承接历史，继往

开来。

2010 年 10 月

王兆栋 原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沁县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O

E离定 原沁县教委副主任，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们c~叶新闻》特邀编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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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

沁 1'1'1 山，沁步1'1 水，

老家沁州实在美。

乎 )11 丘竣铺锦绣，

华山漳河映朝碍。

人民勤劳又朴实，

英雄一辈接一辈。

这是一首出自某位在外潜子的诗作，读来朗朗上口，闻之令人动容震颤。

与其说它是首诗，倒不如说是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更为确切。它，唱出了沁县山

}II的秀美，唱出了家乡人的可爱，字里行间道出了沁县的现在，歌之背后被缩

了沁县辉煌的过去。

沁县，位于太原与长治之间，因吉托扑i丽得名 G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有水

有情、必人心牌的地方。

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几经沧桑巨变，它终于打造出了沁县如今这个独特

的地貌:四周隆起，中间锻平:高山作屏，丘霞为梗:平JII如镜，湾水纵横。若论

区位住势，它东依莽莽暧蜷之太行，西掩遥遥苍翠之太岳，离襟璐泽兮锁鲁豫，

北控晋陪酒擎冀燕，端的是崔巍秀醋，鬼斧神工，位处冲要，兵家必争。

正是因了这"千水回族，万埠环列"地貌的独特，也正是受此地"钟灵毓

秀，地灵人杰"地气的熏掏，旦不说人类先民凭着其择地商居的生存本能，黯

陆续续来到沁县一带定居下来，在羊头山麓燃起了炎帝"刀耕火种"的第一捏

烈火，使这里成了陕西至河南之间的交通纽带、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不说传

说中先离时期的阙铀择漫水一带的"旷林"而居，开创了古老的"阕与文化"

成为自后离朝的始祖 E仅是从春秋战国的"雄霸"征战，到清王朝最后一顶皇冠

黠然落地的 25∞多年中，这里就是一块人才辈出、文化起蕴深厚的沃土:既

涌现出了为孔子所敬姆的"铜辑伯华"羊舌赤、晋屋大学者李嘉、八个高徒皆

为大唐帝国开嚣元勋的费末大儒王通、清裙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琪等

一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臣费士，也走出过北齐离祖高欢、北宋与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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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田虎、乡人俗称元代"杜宰相"的社丰等一个接一个挠勇

善战、智谋超人的英雄豪杰;既捷传着松村、南涅水之闰烂柯由王质弈棋、郭

村镇池堡衬牛郎织女、漳河畔二郎神担山赶太阳、吃芦?可彭植"黑炭洗自炭"等

一串串神奇美丽的传说，也演绎过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继位前"于里

避狄罪"、秦琼卖马途经铜革是奔燕山、宋江北上征田虎、李白成爱将刘芳亮长

期率部驻沁县等一出出凄凉激越的战事。县南古城村"春秋建筑极品"铜革是宫

遗址，觅证了古代此地的不凡地位;县北离涅水出土的规模宏大的北魏石刻，

记录了历史上此撞的璀琛文化:册材、乌苏之间俯拾皆是的悔画、瓷片，向世人

述说着这JL历史的久远 E文物贩子们从一处处墓穴中挖出来的战国铜鼎、珍奇

钱币，于无意中透露了沁县的古代文明。至于历史上在此地所发生过的至少

四次的"属与之哉"在东西和南北两条古道上一次又一次通过的滚滚大车，更

是将沁县的一部历史沉淀得无比凝重，无比动人。

当历史的车轮呼啸雨过，驶入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黯副经历过"阎冯部

蒋"军阀混战骚扰的沁县，再次受到了历史的青睐。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武装侵略，夺载敌后就日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牺盟会来了，以托县为中，心，建

立起了上党牺盟中，心区:薄一波率领新成立的第一支决死队来了，在这JL设立

起了决克一纵队司令部和第三行政公署:安子文来了，建立起了冀豫晋提据地

的第一个党的分支凯持一一太岳特委: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的八路军总部、

摄费领导的 129 用 386 旅，以及国民党的几支友军来了，沁县亮起了班朱德为

总指挥的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的静子!

从珑，陪县就如漫山遍野的劲风穿过了林海，一r子激荡咱哮起来，在中

匮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不窟，前仆后继，用"出粮出兵出经验出干部"的壮举，

撑起了华北敌后就 B 游击战争的大霆;以"说山西活，戴揭锡山的幅子，办我们

的事"为斗争策略的"沁步'-1 路线"将具有特殊形式的抗臼民族统一战线体现得

淋漓尽致，在建立敌后抗吕根据地、发动群众、建政、扩军乃至发展党的组织等

各个方面，无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从

这里产生，并响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从这儿开始，成为

战胜虽内外强敌、永垂青史的伟大斗争模式。八年，历经艰苦卓绝斗争的八

年，沁县这个抗战初期被毛泽东称为"眼位"的提据地，同全昌人员迎来了抗战

的全面胜科，以自己的重大牺牲和贡献，载入了煌煌史册。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同伟大的抗 B 游击战争先从山西、决死

5人先到沁县那样，在旨在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中，托县再次被撞上了重要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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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街底粉碎蒋介石、阎锡山向我解故区的大举进程，沁县军民踊跃参加了

近在家门口的"主党战役"支苦、参战、牵制敌人，胁勤主力部队取得了这一战

役的重大胜利"二月二"大参军..保卫毛主席先锋队" ， 3400 名辛辛县JL女开赴

前线，奔赴挟北;跟随XtJ邓、陈谢大军渡海南下，挺进豫西;出兵出粮出民工，参

加解放格扮、运城、晋中、太原因大战役;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吉升起新

中匮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发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时，一

提批南下北上的路县干部正在新开辟的解就区剿匪、土改、建设新政权，各路

大军中的沁县锺儿王奔走在西南、西北剿灭残匪的丛林里、沙漠、戈壁滩上，甚

而在喷薄西出的红日下，就尽了最后一滴血。

1956 年到改革开放初期，既是中华民族越过政治上的急流险雄、加速现

代化建设的二十几年，也是沁县人民不断战胜匾难、连创辉煌的 30 年。在这

期间，垫强勇敢的沁县儿女露出了她勤劳智慧的另一亩，以党中央最初提出的

"按复生产，发展经济"为号令，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特挺能吃苦、特黠能战

斗、特别能奉献"的大无畏精神，一路斩关夺将，勇罔新路，一次次轰动三晋，震

动全国，使"沁县"这个曾经十分熟悉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了送往党和国家最高

领导人的文件上，传送到了世界的五大酬 O

从 1957 年第一座水库一一一逆春水库的破土开工，到 1959 年"百里横"的

竣工典礼，沁县在短短 3 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水和建设史上的巨大成绩 :34 座

中小型水库镜子般地遍布全县; 130 多个塘坝宛若块块钻石镶嵌其1曰:百里漳

河被层层拦截，近 4 万亩水浇地蓦然出现"五一"大渠、樊村与离里的悬空渠

道等数十条水渠，银蛇也假的蜿蜒盘旋于丘棱、山地;漫水、吃芦商、徐醋、月龄

山等水力发电站的好光与村里硬大水磨的轮廓，编织成一幅古色新香的美景。

放在江南，这摄本算不了什么 3 大自然早己造就了那儿"房在水中盖，船行街

巷i司"的天然景珑，但在"山舞银蛇，原验蜡象"的北国，尤其是在峰峦起伏、壁

立于切的太行山区，这一两络式的水利工程和配套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太行

水乡"前骤然出现，不能不谓之奇迹!它，不仅使"水库"这一时下尚且罕见的

名词丛书本上走下来变成了现实，使历史上著名的都江堪、大运河等人造水和

工程在时黯 1∞0 多年后的今天有了亲切的伙伴，成为引领全国沿着解放思

想、发展经济之路迅跑的一面旗帜，雨且在自我勘察、自有设计、依靠群众、主

法上马、以水壳、电、技术培训i等各个方面，拓出了新径，提供了经验。必县的大

阻创新和成功实践，轰动了外界。《山西 E 报》不间断地跟踪报道，{人员日报》

撰文介绍，省水科厅在此召开了全省首次渔业发展现场会议。月 IÚ令山水库在

全国第一次采用国外先进技术"水中倒土筑坝法"的成功经验，更是在全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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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颗"卫星前后有 20 多个省、市组团来沁参现学习。

与大兴水利相伴丽行的是沁县地方工业的迅猛喝起。在"千条心，万条

心 ， -JL"为了三百斤"(后摄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改为四百斤〉这一震撼

人告口号的鼓舞下，中共沁县县委本着"农业出课题，工业做文章"的原则，带

领全县人民掀起了一场"为了农业办工业、搞好工业为农业、工农业并举"的热

潮 G 仅用了 3 年时 i剖同，县营工主业i韭k由原先仅有的一个百余人的联合加工厂裂变

为 7 个专业工厂;社队工业也通过"联合下蛋

个。以"万宝全"工厂为龙头的集机械制造、农机具修理、轻纺、化工、电力、食

品加工等行业于一体的地方工业体系如步形成。

一个诞生不久、百震待兴的国家，民丑正在为农业如何恢复、工业如何起

步雨苦苦探索，泌县坚持大办地方工业为农业瑕务、工农业并肩发展的成功实

践和丰富经验，无疑为国策制定提供了"及时雨"。先是《山西日报》连续发表

了"万宝全"工厂和沁县大办地方工业的报道，随蜀，{人民日报》发表短诗《走

沁县的路上毛泽东主席几次谈及沁县经验在全国推广的重大意义，山西省委

召开了全省地方工业沁县现场会议，全国 24 个省、市、区和 9∞余个县市相继

组团赴沁参观最经。

财贸实行"三通"(通政治、通生产、通业务) ，全力以赴支援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是与水利建设、地方工业同时起步的一场伟大改革。为了尽快解决工

业、农业的迅猛发展与商业、供销梧对滞后的矛盾，全县财贸战线广大子部职

工积极响应县委"画向生产. iiî r句群众，打破离业陈规，一切为了工农"和"三
通"的号召‘"‘窍窍豌i 出壳办、公室， ß服匠务找上门，甘尝于般苦，援农显掉通

了劲的工农业生产如鱼得7水rj(，快速提升 O 沁县的经验再次轰动了全省，惊动了

中央。《山西日报》、《商业工作通讯》、《人民日报》等报刊或发社论，或如"编者

按梧继进行连续报道c 刘少奇特地召见必县县委书记汇报工业、财贸、水利

等项工作，并对沁县原来所提"通农、通工、通商业"作了理论上的南述与提升，

亲自改为"通政治、通生产、通业务"。随后，一个比全省地方工业必县现场会

还要大、规格还要高的全省财贸工作现场会在沁县召开，沁县财贸"三通"随即

成为山西乃至其他省、市、区参观学习的槽摸，沁县也成了商业改革的发吉草地。

坚持什么样的办学方向、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化素质低下、各类人才严重噩乏形势亟待解决的一个带

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素有"文化之乡"称誉的必县，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全党全民大办教育是吕响在当时全县各个角落、呼应在 10 余

万人民心中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已化为遍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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