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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位于山西省东部，地处太行山西麓，东

邻河北省平山、井陉县，西毗太原市阳曲县，南

接寿阳、平定县和阳泉市郊区，北靠五台、定襄

县。总面积为2552平方公里，地下矿藏丰富，素

有煤海铁乡之誉，可谓地域广阔，物产富饶，人

文荟萃。

盂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赤狄、白狄人就脱离秦晋，进入今县境内筑

皋牢城、建仇犹国定居，至今已有2600余年的
历史。县内现有重点文化遗址、古刹建筑等共45

处，革命文物与遗址及人文景观和自然名胜更

是遍布全县。

古往今来，许多著名的人物旅经、路居、游

历、生活、工作或战斗在这一方土地上，其中有

君主帝王、文臣武将、骚人墨客、名流闻达，不只
——1——



留下了生动的故事和有趣的轶闻，而且留下了

珍贵的墨迹、遗址和遗物。特别是现代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各级领导、英烈模范等
人物，他们光辉的足迹、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可歌
可泣的事迹，甚至壮丽的青春和英名，都将与日

月共存、天地同辉，是教育、激励和鼓舞后代继

承遗志、前仆后继、永往直前的光辉榜样和绝好
教材。

将这些人物在盂县这方热土上的言行、活

动和业绩真实地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不但保存
了一大批珍贵的史料，而且向读者和后人提供

了可资仿效和学习的范例，同时又能够直接服
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
《旅盂人物记》，奉献给广大读者。

《旅盂人物记》所记述的时间范围，上起春

秋时期，下至公元1994年，时间跨度两千余年；

内容丰富繁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不涉
及；人物均为在某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知名的
人士，同时收录了少数外国人，他(4a)们中不少

人都为盂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
过一定贡献、起过一定作用或产生过一定影响。

这是一部集史料性、学术性、教育性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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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一体的著作，为了充分发挥其功用，在编写
中，力求做到通俗易懂、真实感人。

为便于读者阅览，我们采取编年体的方法，

以旅盂人物的先后莅临时间为序，由古至今，由

远及近。历任县委书记和金元朝以来的历任知

县、县长的外籍人亦按任期排列，作为附录供参

考。 ．

总之，作为一部人物记，因其具有较强的连

续性，因此，读者亦不妨将其看作一部盂县的发

展简史，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和借鉴。
本．书初稿完成于1 992年，曾陆续在《阳泉

日报》、《阳泉今古》和《沧桑》等报刊选载一部

分。1994年6月开始，《盂县报》予以连载，在社

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在此期

间，我们继续搜集整理了30余篇，以续篇的形

式相继刊出。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

的诚挚帮助。盂县煤炭运销公司经理王建章和

盂县报社社长张斗明同志给予大力支持；盂县

报社编辑张广峰等同志，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并

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盂县二中政教处闰
中昌等同志积极提供资料和线索等等，都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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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编写好此书献上了一份爱心。同时，我们在

编写中还参阅了大量书报上的文章。在此，谨向

上述同志和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作者和朋友

们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类似本书中文章的样式，并不鲜见，但汇集

成册却似不多。尽管我们在编写中付出了很多

的心血和劳动，但限于知识贫乏，水平有限，人
手短缺，资料匮乏，缺点错误及疏漏不足之处，

一定在所难免，同时，有些人事由于历史久远，

无文字记载，系根据民间传说和碑文而编写的，

因此，欢迎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考证，辩讹正误。

总之，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以便

再版时进一步修订。
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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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厥单乘赴藏山

春秋时晋景公三年(前

597)，晋国奸臣屠岸贾挟仇抄

杀相国赵盾家族300余口。时

任司马的韩厥协助赵氏家臣

程婴、公孙杵臼，救出赵盾之

孙、赵朔之孤儿赵武，由程婴

抱至仇犹国的山中藏匿起来。

在程婴的精心哺育和教

养下，赵武与程婴相依为命，

打猎为生，El子虽然清贫，倒

也相安无事，在此隐居长达

15年。

这期间，晋国也发生了不

小的变化。因韩厥正直贤能，

很有名望，担任了中军元帅的

职务。景公十七年(前583)韩

厥见机会来到，把当年搜孤救

孤的往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景公听毕，忙命韩厥立刻把赵

武召回，并暗暗商定诛杀屠岸

贾的计划。

辞宫回府，韩厥急忙备了

车马，亲自驾驭驰向仇犹。几

经询访，终于在仇犹山中找到

程婴和赵武，说明来意，三入

尽情畅谈，次日便整装启程向

晋国都城新绛奔去。

他们回国后，景公立即诛

杀屠岸贾，拜赵武为司寇，代

替屠岸贾，并封程要为军政

司。程婴辞道：想我当年不死，

只为孤儿未立，冤仇未报。如

今赵家官也复了，仇也报了，

我怎能贪图富贵，让我那公孙

兄一个人去死呢?言毕拔剑自

刎。

程婴死后，赵武将其和公

孙杵臼遗骨合葬故里云中山，

后人于此立“二义冢”墓碑。此

后，藏匿赵氏孤儿的山便被人

称作“藏山”。因赵武谥号为文

子，后人在藏山建赵武祀庙，

名。文子祠”。
“ 韩厥抵莉屠岸贾，营救赵
氏孤儿的事既白于天下，一时

在晋国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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