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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文水县政府志》之纂成，实为我县一件大事。纵观历代史

志，大多以朝代之兴衰，帝王将相之世家和．业绩编纂成史，或以

州、郡、府、县之主宰为核心，记载一方之历史，成为方志。而今

以一县之行政部门编纂专志成书出版，则为前所罕见。当今，人民

政权时代，随着政诒、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迅速发展，

政权机构作为上层建筑而言，必然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无

论是县级政权，还是乡村基层政权，对全县工、农‘、林、牧、商、
运等各业生产至为重要，故编写政府志，记其历史由来，书其机构

职能，叙其政绩，论其正误，彰往而昭来，作为先辈之足迹，留赠

后代，以便追溯历史，领悟当代，求索将来。古人说： “以铜为

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概

而言之，编纂志书要达到资政、教化、存史之目的。《文水县政府

志》全书共分8章2 8节，分别记述县级政权建置、政权机构．干

部管理、政事纪略，新中国基层政权、著名人物等，共1 2．9万

余言。可谓一项浩繁工程。本志由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原有恭主

持，军队团职离休干部申桂卿和县政府退休干部韩树洪二人，．历三

年有余，奋笔编纂而成，所记史实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诚可为后

来人之借鉴。文水县之政权建置，自秦始皇始建县以来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历两千二百余年。虽经改朝换代，其性质皆属封建君

主统治人民的政权，人民没有充分的自由。新中国建立冶，政权属

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幸福，社会安定，生产建设蒸蒸日

上，现正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迈进。 “盛世修

志”，值此《文水县政府志》纂成出版之际，写此序言为之庆贺。

文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韩志荣。

I 9 9 4年4月2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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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历史事实分类，横排各章，并以历史发展之时

序，分别编写各节和目。

二、本志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之发端，下限截止到1 9 8 5年

底。

三、本志以现代史实为重点，详今略古，编写县级政权和乡、，

村基层政权等方面的各项内容。
‘

四、本志正文共分8章2 8节，分别记述本县政权建置、政权

机构、干部管理、政事纪略、基层政权、人物、大事记、附录等内
容。

五、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图表和注释随文附载。

六、本志纪年，新中国建立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新中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但根据历史之现实，月和日，在
l 9 1 2年前皆为农历，1 9 1 2年起为公历月、日。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报社资料以及

经采访考证后的口碑资料。

八、本志中人名、地名、官名等一律以当时的历史称谓记载。

九、本志中人物一’章大部记载有关著名人物的功绩，彰往而昭
来j亦有少数反面人物，陈其劣迹，以警效尤，愿后来者勿蹈前车
之辅。



概 述

文邑之地，表里河山，东临汾水，西依吕梁，山川地域之胜，

人物风土之美，可谓晋省优越之地。本县自公元前2 2 1年秦始皇

建县以来，县名多经更改，初名大陵县，新汉王莽改称大宁县，东

汉复称大陵县。北魏太平真君九年改大陵县为受阳县，隋开皇十年

易名文水县，唐武则天称帝，改其故乡文水县为武兴县，神龙元年
复称文水县至今。

‘

历代政权皆有中央和地方政权之分，而地方政权设郡，州、

府、路、省、道、地、县等，各随朝代之更替，建置有所不同，改动

亦甚频繁，但地方政权中县级政权建置，却自建县以来，历两千二

百余年未有更改。县以下基层政权，则随朝代之更换变动较为复
在
—q、0

本县政权之主官，秦时称县令，佐官有丞、尉。汉沿秦制。北

魏时，县设三主官，分称上、中、下县令。隋唐复为县令1人，并设

佐官。宋朝县之主官初称县令，后因任免中多以京官充任，将县令

改称知县。元朝系蒙古人入主中原，县有两个主官，一为蒙古人，

一为汉人。官职名称；蒙古人称达鲁花赤，汉人称县尹。明、清两

代县之主官仍称知县。民国初年改知县为知事，民国2 2年

(1 9 3 3)将知事改称县长，至今。

县级机构的建置，历代有所不同。古代前期，县令主管全县政

令，其下多由佐官县丞、主簿等分管行政、武事、粮税等，由属官

典史、巡检、吏目、教谕等分别督办。不另分设机构，或较少分

设。到明、清两代则县衙内设“六房”、 “三班”，县衙外设察

院、．布政司、按察司三署，清代中期三署合并于县衙，称之为衙

署。民国之后，改衙署为县公署，由县长主持分科理事。民国2 2

年(1 9 3 3)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内设公安、财政、教育、建设

一‘：4-局。 一 一 一

1 9 3 8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立，县长顾永田首先配合工卫旅，清除了打着抗日旗号扰害群众、

要粮要钱的地痞团伙，然后领导全县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兴修水利，

废除不合理的用水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领导全县人民实行减租减息，废除旧债和各种苛捐杂税，实

行合理负担。并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驱逐日寇，拯救

民族危亡做贡献。受到全县2 0万人民的热烈拥护。4 0年代初，

文水县被誉为“山西中路模范县”刊登在1 9 4 O年1 0月9目的

《抗战日报》上j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政府改称人民政府。在牛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共文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首先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

地改草，使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穷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

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是开展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清除了欺压人民，敌视人民政权的各类反革命分

子。人民生活稳定，社会安宁，生产蒸蒸日上，第三件大事是大力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共修筑了农田灌溉干渠、

支渠、退水渠等1 8 4 1条，总长6 9 7 9．5公里。’同时，兴建

了文峪河水库、神堂水库等水利设施，使5 2．9 9 9万亩农田变

成了水浇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 6．8％。第四件大事是在全县

各乡修建了公路网，平川地区乡乡通了沥青路、村村通了汽车。公

路交通四通八达，使全县农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成为全省公路建

设先进县。

县人民政府是全县行政首脑机关，干部的使用任免，一直遵循民

主革命以来党管干部的原则，由党委研究、考核、组织部门和政府任

免，并且按照干部职务高低分别由上一级政府或上两级政府任免。

1 9 5 5年1月，文水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开始实行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长、副县长、法院院长，不再由上

级机关任免。同时，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

间， l 9 6 7年2月1 4日，县人民委员会被造反派夺了权，建立

了“文水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掌握行使县级行政权力。不久，

另一造反派又夺了指挥部的权，建立了“文水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



员会”。之后，两派组织不断轮番夺权，致使“武斗”不断升级，

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1 9 6 9年9月5日，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了文

水县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1 9 8 1年1 1月

2 5日，按照上级指示，召开了文水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新的文水县人民政府。并明确了党政分权制度。县人民政府

按照规定权限，管理全县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公安、民族事务、司法、监察、计划生育、城乡建设等行政工作以

及发布命令和决定、任免、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
7建国4 O年来，本县干部从县级人民政府到区、乡(社)各级

干部，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工作立足于

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为人民勤劳奉献。在农业生产

集体化的年代，县人民政府经常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学生支援农

业，抢收抢种、抗旱排涝。农业学大寨期间，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规定，要求公社

干部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2 4 O天，大队(村)干部每年不少于
3 0 0天。县级机关干部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另行

起灶．。旱灾发生时，与民共同抗旱，洪涝灾发生时，带领群众抢险

救灾。人民政府为人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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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政权建置

第一章政权建置

本县历史悠久，风物繁华，人文鼎盛。春秋时称平陵邑，战国

为大陵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 2 1)，秦并六国后，废除分土封

候之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本县置大陵县，属太原郡，县

级政权建置开始于此。县治在今县城东北1 2．5公里的大陵庄

(今交城属)，城周5公里有余。县治主官设县令，由皇帝直接任

免，不得世袭。县令之下有县丞1人，县尉2人，属吏数人，共辅
县令施政。

汉代 县级政权建置沿用秦制。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 1 9)

‘因大陵为产铁之县，县内增设铁官1人，’主管鼓铸(冶炼打铸)。

新汉王莽称帝(9)改大陵县为大宁县。东汉建武元年(2 5)复

称大陵县。

晋代．县政权之主官仍为县令，下设主簿、录事史、主记室

史、功曹史、县尉各1人，属吏十数人。县级政权之隶属关系变动

频繁。西晋建武元年(3 O 4)l O月，匈奴族人刘渊称帝，国号

“汉”(后称前赵)一，，大陵属“汉”(前赵)。东晋大兴二年

(3 1 9)，县政权属后赵石勒(羯族)。东晋升平二年(3 5 8)

属前燕(鲜卑族)。东晋太和五年(3 7 O)，属前秦(氏族)。

东晋太元十九年[后燕慕容垂建兴九年](3 9 4)，县政权属后

．燕(、鲜卑族)。

北魏 天兴元年(3 9 8)，大陵县属北魏拓跋圭，县级政权

实行三令制，称上县令，中县令、下县令。三令共主县政。北魏太、

平真君九年(4 4 8)寿阳县民13 0 0 0户徙居大陵县城南1 0

里，将大陵县改称受阳县，属并州。县治在今旧城庄付附近，城周

5公里有余。

隋朝 县政权主官仍为县令1人，县令之下复设县丞、主簿，

县尉、．．功曹，录事等职，属吏5 O余人。隋开皇十年(5．9 0)，

受阳县改称文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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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县政权之主官和佐官设置大致与前朝相同，另外设可

户、司法、仓督各2人，典狱1 0人。武德三年(6 2 0)，文水

县由并州划归汾州，贞观元年(6 2 7)复归并州。天授元年

(6 9 0)邑人武则天称帝，改其故乡文水县为武兴县，因并州定

为北都，本县与晋阳并列为京县。神龙元年(7 0 5)，复改武兴县

为文水县，属太原府。五代十国时期，本县先后属后唐李存勖、后’

晋石敬塘、后汉刘致远以及北汉刘崇等国所辖。
宋代t县政权主官设县令，庆历年间(1 O 4 1—1 0 4 8)。

改称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县尉等。太平兴国四年(9 7 9)，

文水县属河东道并州。元丰七年，(、1 0 8 4)，县境汾河、文峪

河、磁窑河三河大水泛滥，淹没县城。县令薛昌于元符年间

(1 O 9 8—1 1 O O)建新城于今县治所在之地，城周近．5公

里。
‘

金朝 金朝占据我国北方时期，于天会三年(1 1 2 5)，金

大军攻宋，十二月，围太原。次年八月，援太原宋军失败，接着在

本县宋军与金军大战数次，宋军死伤数万人，败走。县政权归金朝

河东北路太原府所属。县之主官设县令，佐官有县丞、主簿、县尉

各1人。

元 元太祖十三年(1 2 1 8)八月，元兵出紫金口，九月，

大将木华黎攻克太原，继而南下破泽潞汾等州，本县为元兵所陷，

县政权归元朝所属。元代系蒙古族入主中原，本县政权设两个主官，

一为蒙古人，官名为“达鲁花赤”，另一主官由汉人担任，称县

尹。下设县丞、主簿、县尉、典史、教谕各1人，属太原路管辖。
明 洪武元年(1 3 6 8)十二月，明将徐达攻克太原，并连

克山西各州县，文水县政权9j明朝太原府所属。县设主官称知县，

总掌一县之令。但有关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历风俗等皆躬亲
主理，知县之下设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巡捕之

事。典史，掌监察、狱囚。无县丞、主簿时则可由典史兼此二职。巡

检，掌缉捕盗贼，盘诘奸宄。永乐年间(1 4 0 3—1 4 2 4)增设

教谕1人，训导2人，专管学政。嘉靖年间(1 5 2 2—1 5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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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未设县丞。天启五年(1 6 2 6)，裁革主簿和训导各1人，

明代地方政权改路为府，并设州，除直隶州外其他散州与县平等，

皆属于府。自洪武元年(1 3 6 8)，县属太原府。

清代 顺治元年，(1 6 4 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明

朝京城，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五月，清军多尔衮攻占京城，

李自成率农民军经山西各地西退，本县政权归清朝所属。清代本

县县治称县衙，设知县、县丞(康熙年间裁革)，巡检、典史、教

谕、训导各1名，下设“六房”、 “三班”理事。光绪初年增设城

守司1名。据《晋政辑要》记载：光绪十三年(1 8 8 7)，文水

县衙役吏共有8 8人。县政权属太原府管辖。

民国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相继起义。中华民

国于1 9 1 2年1月1日建立。2月1 2日，清朝皇帝溥仪被迫宣布

退位。本县于是年春，由太原起义军阎锡山派骑兵接管了县城，县

衙改称县公署，废除旧“六房、 “三班”，设县知事1人，之下

分科理事。是年山西省废府、州而设道，本县属冀宁道管辖。民国

6年(1 9 1 7)，阎锡山提倡“六政三事”，将科废除，改由山

西省府委派六政人员分理“六政三事”，并设书记员2人、录事
1 2人、杂役1 0数人。民国1 6年(1 9 2 7)县公署改称县政

府。是年，山西省撤销道的建置，本县归省府直辖。 民国2 2年

(1 9 3 3)，将县知事改称县长，县政府增设秘书主任1人。民

国2 7年(1 9 3 8)2月，日军占领文水县城，文水县旧政权瓦

解。
l 9 3 8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山区成立，当时的县

政权尚属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下的阎系县政权，县长顾永田、秘书彭

敏，下浮两科三部，共有干部l 8人，另由工卫旅派遣。1个营协同

政府开展工作，直至县大队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属山西省第八专署

领导。1 9 3 8年6月，日伪在文水城内成立了文水县公署，统治

城内及城外数个据点的区村，首任伪县长米育英，并设有日本顾问

1人，下设四科一个支应所(专为日军服务’)，直至日军投降。
l 9 3 9年l 2月，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破坏了国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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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抗战的局面，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县政权，属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1 9 4 1年改称晋西北行

署)第八专署领导。1 9 4 3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汾阳

县抗日民主政府组成汾文联合县政府(对外仍称文水县政府)。属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第八专署领导。+直至1 9 4 5年8月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后，日伪文水县政权随之崩溃，紧接着阎锡山军队于
1 9 4 5年9月9日占领了文水县城，并相继占领了城外一部分区

村。不久，阎锡山政权在城内成立了文水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

书1人。下分7科、2处、1局。 1 9 4 6年之后，以县长、国民

兵团团长．民族革命同志会县分会主任组成“三人小组”，成为凌

驾于县政权之上的最高决策机构。1 9 4 8年7月，晋中战役阎军

大撤退时，阎政权文水县政府随之撤往太原后解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9 4 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新中国的地方政权分为省、专、县三级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和《地方人民政府组
织通则》规定，在地方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县人民政府。本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于同年1 O月3 0日召开，由于尚未具备民主选举的条

件，文水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人由汾阳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 设

县长1人，秘书1人。下分民政、财政、建设、司法、农林、教

育、_72商等7个科和税务、公安、邮电3个局。文水县人民政府属

汾阳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1 9 5 1年4月，文水县划归榆次

专员公署领导。
1 9 5 5年1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目人民代表大会及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本县召开了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选举县长1人，副县长2人、委员1 2人。实行集体领导

分工负责制。将文水县人民政府改称文水县人民委员会。大会还选

举了文水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

察院从此成为独立的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
1 9 5 8年1 0月，山西省调整行政区划，文水县属晋中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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