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晋中市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左权县赢得“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资寿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乔家大院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 

乔家大院是山西省十大优秀旅游景区； 

乔家大院获得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乔家大院是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乔家大院是国家旅游局评定为 AAAA级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被评为“山西省十大著名优秀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是“省级文明景区（点）”； 

王家大院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是中国“质量万里行”全国示范单位； 

王家大院是中国（首选）十佳文明示范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是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张壁古堡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壁古堡评选的“中国十大魅力名镇”； 

张壁古堡第二批入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中华第一村——大寨村；  

 

 

第二章 晋中概况 

晋中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西临汾河，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晋中乃是一座历史

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文化气质十分独特鲜明，发展潜力巨大无限的，古老而现代化的地区。

其本身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商代后期境内就有大小城邑出现，更在春秋时期开始设

立县一级行政建制，境内文化熏陶及景观旅游资源异常活跃，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就

在晋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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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是晋商故里，纵横商界 600 年。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西方学者把山西

商人同犹太商人媲美，实可断言山西商人的开拓进取精神。17 世纪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期，晋中商人尤其祁县、太谷、平遥商人的商号店铺遍设全国各地，三百年前，就有祁、太、

平客商的足迹远涉澳门、日本、西亚和俄国、外蒙古西欧。他们最大的成就，是 1824 年，

在平遥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此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汇通天

下”、走西口，揽中华，“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创造“海内最富”，平遥城的市楼南大街曾被

喻为中国的华尔街，也是中国银行业行业的早期诞生地。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走红，

到电视剧《白银谷》《乔家大院》、话剧《立秋》、舞剧《一把酸枣》的轰动；晋商文化似乎

是一个不太久远的文化层拉出山西，席卷全国。承载着晋商文化丰富内涵的“四大城”(太

谷城，平遥古城、祁县历史文化名城和榆次老城)“六院”(榆次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

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太谷孔祥熙宅院)，展开双臂，迎接着全世界爱

好诚信，倡导文明，爱好和平的各界朋友。  

晋中还是老革命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29 师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所在地，

太行山上，留下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指挥

的传奇故事和军民团结浴血奋战的光辉足迹和永恒的主题。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昔

阳的大寨村，更成为当时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的高潮。晋中也是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集散地，“寒食节”发源于介休，牛郎织女的传

说发源于和顺，寿阳传说是寿星的故乡，左权小花戏，祁太秧歌，榆社霸王鞭等民间文化滋

养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的人们。   

晋中（英文名：Jinzhong）市辖区总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305万，行政区划

分为 1 区(榆次)1 市(介休)9 县(太谷、祁县、平遥、灵石、寿阳、昔阳、和顺、左权、榆社)

及晋中经济开发区，设有 118 个乡镇，14 个街道办事处。   

电话区号：0354；   

邮政编码：030600；   

政府：晋中市政府位于榆次区。市委书记李永宏，市长张璞。   

民族宗教 

晋中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基本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有回、满、蒙、彝、

土家等 26 个少数民族，人口近 5000人，分布在全市各地。该市也是全省宗教工作重点市，

有 5 个全省宗教工作重点县，约 13万信教群众分布在全市 11 个县的 60余个乡（镇）、500

余个行政村，有 30 余处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 140 余名宗教教职人员。 

行政区划 



 

晋中市辖榆次区、介休市、太谷县、祁县、平遥县、灵石县、寿阳县、昔阳县、和顺县、

左权县、榆社县共 1 区 1 市 9 县；118 个乡镇（59 个乡、59个镇），2749个行政村；14 个

街道办事处，138 个社区。  

榆次区辖乌金山、修文、东阳、北田、长凝、什贴 6 镇和郭家堡、张庆、庄子、东赵 4

乡，266 个行政村；辖 9个街道办事处，61 个社区。  

介休市辖义安、义棠、张兰、连福、绵山、洪山、龙凤 7镇和宋古、城关、三佳 3 乡，

231 个行政村；辖 5 个街道办事处，15 个社区。   

太谷县辖明星、胡村、范村 3 镇和侯城、北洸、水秀、阳邑、小白、任村 6 乡；197 个

行政村；13个社区。  

祁县辖昭馀、东观、古县、城赵、贾令、来远 6 镇和西六支、峪口 2 乡；160 个行政村；

6 个社区。  

平遥县辖古陶、宁固、洪善、段村、东泉 5 镇和岳壁、南政、卜宜、中都、朱坑、香乐、

襄垣、杜家庄、孟山 9乡，273 个行政村；4 个社区。  

灵石县辖翠峰、南关、两渡、静升、夏门、段纯 6 镇和梁家墕、王禹、马和、坛镇、交

口、英武 6乡；291 个行政村；12 个社区。  

寿阳县辖朝阳、平头、南燕竹、西洛、尹灵芝、宗艾、松塔 7镇和平舒、解愁、羊头崖、

温家庄、马首、景尚、上湖 7 乡；206 个行政村；6 个社区。   

昔阳县辖乐平、大寨、冶头、皋落、沾尚 5 镇和赵壁、李家庄、界都、孔氏、三都、阎

庄、西寨 7乡；335 个行政村；4 个社区。   

和顺县辖义兴、李阳、松烟、青城、横岭 5 镇和平松、牛川、喂马、马坊、阳光占 5

乡；294 个行政村；4 个社区。  

左权县辖辽阳、麻田、芹泉、拐儿、桐峪 5 镇和石匣、寒王、龙泉、粟城、羊角 5 乡；

204 个行政村；8 个社区。  

榆社县辖箕城、云簇、郝北、社城 4 镇和河峪、西马、北寨、岚峪、讲堂 5 乡；275个

行政村；5 个社区。 

自然地理 

晋中地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地势东高西低，山地、丘陵、平川呈阶梯状分布，大部分

地区海拔在 1000 米以上。晋商文化旅游区的 6 县、市、区正好位于晋中西部平川、汾河谷

地。但这一地区的东部和中部地形仍以山地、丘陵为主。  

晋中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变化明显。总的特征为：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

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全年太阳日照时数平均为 2530．8 小时。全市河流以



 

太行山、太岳山中脊为界，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东部河流多属海河流域南运河、子牙

河水系，主要有松溪河、清漳河、浊漳河；西部河流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主要有潇河、乌

马河、昌源河、惠济河、龙凤河、静升河。 

气候资源 

晋中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变化明显。总的特征为：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

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全年太阳日照时数平均为 2530．8 小时，榆次最多，

灵石最少；辐射总量为 545—581 千焦／平方厘米，寿阳最大，昔阳最小。年平均无霜期 151

天，其中平川区为 160天，东山区为 140 天。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6—8 月份，年平均降水

量 479．6 毫米，其中平川区为 437．4 毫米，东山区为 530．3毫米，东山区比平川区偏多

93．9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为 1718．4 毫米，一般平川区大于东山区。  

由于受境内复杂的地形影响，气候带的垂直分布和东西差异比较明显，总体表现为热量

从东向西递增，降水则自东向西递减，即气温西部平川高于东部山区，降水东部山区多于西

部平川，一年最多相差 160 毫米。   

处于西部平川的晋商文化旅游区 6县、市、区气候比较温和，昼夜温差变化较小，年平

均气温比其他县高。最热区为灵石县，年平均气温比全市高，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平遥县，

为全市最高值。 

第三章 历史沿革 

晋中在距今约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类活动，商代后期出现城邑。春秋时期

设立县级行政建置。秦代境地属太原郡和上党郡管辖。东汉置乐平郡，始有郡级建置。至明

清时期，境内分属太原府、汾州府、平阳府和辽州、平定州、霍州直隶州管辖。  

民国初期，全境分属冀宁道和河东道。1927 年后直属山西省督军府。1948 年 7 月，晋

中全境获得解放，各县暂归华北区太行一专区、太岳一专区和晋中(旋改称太原)一、三专区

管辖。   

1949年 9 月，山西省人民政府设立榆次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政府派出机构。从

此，晋中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称榆次专区。1950 年 8 月，改称山西省人民政府

榆次区专员公署。1955年 2 月，更名山西省榆次专员公署。1958 年 11月，改名晋中专员公

署，俗称晋中专区。1968 年 9 月，成立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 5月，改设晋中地区

行政公署，仍为山西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1999年 9月 24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晋中地区，设立晋中市(地级市)，所属榆次市

改为榆次区。2000年 10月，晋中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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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8月 2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榆次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名为“晋中经济技

术开发区”。 

第四章 风情文艺 

晋商文化 

从平遥古城 1997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一

年胜过一年的国际影响；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走红，到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

和话剧《立秋》的轰动；晋商文化的魅力席卷全国。 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

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

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

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晋商的自我写照。晋商的成功，令人注目。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

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

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

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山西晋中地区历史上以物阜天成、人杰地灵而著称，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

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晋商是中国最早的

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

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 500 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

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简介 

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

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

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 年-1644 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

清代（1644年-1840 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

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



 

在长期形成并稳固流传的社会风俗面前，宫廷官府只能顺应其发展趋势。于是，为联络

民众感情而产生了官方的赐火和请新火之举。据记载，唐代宫廷每到清明节前，要让宫内小

孩钻榆木取火，先得火者，皇帝要赐绢三匹、银碗一只，是为“请新火”。对臣下赐火种表

示关怀，以笼络人心，所以又有“赐火”之举。唐时的诗词和笔记小说中，有大量描述“赐

火”、“御火”的文字，可见其俗之盛。由于民间普遍崇信介子推的“忠孝”精神，人们更乐

意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联系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所以，千百年来，介子推的故事也在不断完

善中流传下来。 

 

第五章 名胜古迹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北部，是一座具有 27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

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 

平遥古城——简介 

中文名称：平遥古城   

英文名称：The Ancient City of Ping Yao   

批准时间：1997 年 12 月（山西平遥古城 1997 年 12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平遥古城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 C(II)(III)(IV)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

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

的完整画卷。 

古城简介 

古城夜景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

代进行过十次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3 年）因皇帝

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 6163 米，墙高约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