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历代名人（续） 

史匡翰 

生平 

史匡翰，生于唐天复二年(902 年)，卒于后周天福六年(941年)，字元辅，五代雁门(今

山西代县)人，事后唐、后晋两朝，五代名将。   

史匡翰出自将门，其父史建瑭，是后唐的猛将，其兄史匡懿，也是五代名将。  

史匡翰袭父功而升军职，先袭九府都督，历任代州(今山西代县)、辽州(今山西左权)

副使，检校太子宾客，后唐同光初(923 年)为)岚(今山西岚县)、宪(今山西娄烦)、朔(今山

西朔州)等州都游奕使，后改为天雄军牢城都指挥使，再加检校户部尚书，遥领浔州刺史。

后唐明宗天成中，他授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升为侍卫彰圣马军都指挥使，后晋建立

后授检校司空，怀州(今河南沁阳）刺史。因史匡翰为石敬瑭的妹婿，不久转为控鹤都指挥

使兼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驸马都尉，很快又转检校司徒，郑州(今河南郑州)防御使，再

迁义成军节度使，滑（今河南滑县)、濮(今山东鄄城)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提等使。  

天福六年(941 年)。史匡翰病死于节度使任上，年仅 40 岁，迫赠太保。 

性格 

史匡翰性格刚毅、有胆识、有谋略，冶军严明，但同时又宽厚待人，礼贤下士，与亲兵

们交谈，从不直呼其名。他担任过数郡刺史，入境问俗、体察民情，“皆有政声。”中书舍人

陶谷为他撰写的碑文上赞他“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抚同侨之遗俗，绰有政声”，大概

不全是溢美夸大之词。    

史匡翰自己处事谨慎，举止端庄，故对嗜酒醉态很反感。但他并不因他人酒后妄言而加

祸于人。幕僚关彻，一日酒后指着史匡翰的鼻子乱叫乱嚷，说过去你为刺史，待我不错，今

日为节度使，就不容我。近来有人杀部下取心，你也如此杀我罢，不然这种事天下就没行可

类比的了。面对这样尖刻恶毒的辱骂，史匡翰不但不怒，反而罚己一杯，并对关彻安抚再三。

一镇节度，一方“皇上”，能容部下到如此程度，真是稀世少有。 

喜好 

史匡翰虽为武将，却也好文，特别喜欢《春秋左氏传》、一有闲暇，就请学者为他讲授。

他态度认真，恭恭敬敬地持卷听讲，遇有疑问，即提出请教，非探寻出其“微言大义”不可。

他因此得了个俗中有雅的绰号：“史三传”。 



 

中共鄂豫区五地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前委秘书处处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副秘书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地区工作部、西南地区工业交通部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工

作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中共湖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管理局临时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是中共八

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岚   

赵岚，劳动模范。山西岢岚人。1936 年参加牺盟会。1938 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吉省委秘书处处长、白城子中心县县长、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建

国后，历任沈阳冶炼厂厂长，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重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

冶金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顾问。 

1950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杜玉曦   

杜玉曦 一九三七年生。山西岢岚人。擅国画。美锡山西分会。1955 年毕业于太原第一

师范。历任山西美术创作组、美协山西分会、省美术院美术创作员，山西太原画院专职画家，

一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作品《朱总司令和儿童》获第六届全国美展年画铜奖，《隆冬时节》获全国“中华杯”

中国画大奖赛二等奖，《金色九月》、《绿色希望》分获全国工笔画第二、三届大展优秀奖、

佳作奖，《田园青青》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黄河颂》、《隆冬时节》等多件作品为

国家机构收藏。 

 

第十章 隶属县市 

忻府区 

忻府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东连定襄，西邻静乐，南靠阳曲，北依原平。南北 41公里，

东西 49 公里。总面积为 1954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0 万人。 

行政区划 

忻府区辖 3个街道、6 个镇、11 个乡：南城街道、长征街街道、新建路街道、播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