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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纪念太原建城 25∞年，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邀

请省城从事晋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撰

写了这套"晋阳文化研究丛书"今天出版面世了。这是学会

致力于晋阳文化研究的第一批重大成果，既既:走对山西"三晋文

化"建设的贡献

丛书共十三册:沃《太原原、历史大事乡纪己年》兀;杨光亮、张国宁、师

海貌、常一民合著;沃《太原考古}，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体

编著，主编李非，副主编闯跃进、常一民、周健;{太原建直沿

革~，王继祖著; {太原史咯~ ，石凌虚著;{晋阳;文化金议~ ，李元

庆著; {晋阳人文精神~ ，魏宗禹若;{晋阳诗踪~，时新著;{晋阳

民间艺术~，黄旭涛著; {晋阳方言的演变~，陈庆延、郑学诗合

著;{晋阳美术遗珍~，张明远、郑学诗合著;{太原王氏史咯~，

张海流著; {太原张氏史咯~ ，张海琉著;{太原旧闻逸事}，莹再一

琴著。

这套丛书的作者从不同侧面、不同重点，对太原 2500 多 巧巧

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了认真的分类研究，对晋阳文化的内

涵和特色斗，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作了发掘和阐述。一 在丛书编

过程中，坚持对文献资料的鉴别、考证，吸收录新考古

前沿研究新成果。丛书力求体现专业性当普及性相结合，

面向有志于研究晋阳文化的专业工作者，又面向了电解G太原、历

.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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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主b 晋阳文化研究丛书

史、关心晋阳文化的λ群。 它是一套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系

列丛书 O

太原、晋阳、并 1'1'1 实为一地三名，其战咯地位十分重要。

它"东带名关，北逗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

一 一守之场也"(~后汉书·冯衍传~)。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指出:

"(太原)襟四塞之妾冲，控五原之都邑" "弃太原则长安、京城

(末都开封)不可都也。"(~读史方舆纪委·山西~)在中国历史

上，曾经有九个独立王朝在这里建立了国都或陪都，又是太原

郡、并列问口路、远、府、省的治所。 "三家分晋"、"刘恒治代"、

"北朝称雄"、"李渊起兵"、"五代史替"、"北宋毁城"等，几皮影

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尤其在北朝时期，它融合了先秦

以来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唐王朝

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地说"太原王业所

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旧房书?太宗本纪})被

史学界誉为"先有晋阳，后有汉唐"。明清时期"锦绣太原"再

度辉煌，特别是晋商崛起，开跨国金融、贸易之先河，至今为海

内外人士瞩目 O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古城太原不仅是"中原

北门"是兵家必争之地 ， 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舞台，为华夏文明

之源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

文化积淀一一晋阳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质地高雅。 它

是由汉民族和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农耕游牧兼收并蓄，具有

多元性、多样性、传承性和特殊性的区域文化口 是中华民族优

统文化中的一颗璀垛的明珠，也是历史赐予并州儿女的

宝贵的财富 。

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率先发展

的战略目标。 率先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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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升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功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

力，铸造经济的"航母"作为后盾，同时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矗立文化的"高山"使人敬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传永

不衰的凝聚力、支撑力，才是托起城市形象的力量所在。利用

历史赋予我们这笔丰厚的遗产，打造"晋阳文化"品牌，重塑这

应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域的形象"让世界了解太尿，让

太原走向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近年来在对晋阳文化系统的研究中，

深感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分散和零碎的，缺少团队式的集结，发

报、整理及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也很不够。这就给我们留下了

不应有的遗憾一一不要说外地人，就连太原人对古城太原的

历史也不甚了解。这种本土文化教育的缺陷，无论如何和太

原率先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

建设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文化建设的

根本任务。已经作古的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王瑶先生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大古老了，我们要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文化，就不能忽视对历史文化的研

究。因为历史文化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你忽视它是不行的。"在中国加入 W凹的今天，回味王

瑶先生的这段话，其内涵就更加深刻。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化也冲击着中国

这块古老的土地。文化市场的开放L 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向国

际化，从全球文化大视角看，是件大好事。 因为它可以

-进一步全方位了解和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资源 O 但是，

的全球化，只能是文化资源的全球共享，不能是文化价才直内

- 的全球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要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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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在融合西方文化中保持并发展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

本土文化。 有一位历史名人说过一句话"不 T解自己历史的

人是永远长不大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在当前贯彻学习刊三个代表"的高潮中，梳理太原的历史，

，友掘晋阳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以晋阳人文精神激励并川、i 儿女

热爱太原，建设太原，使太原这座古城在 21 世纪重新崛起，实

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德事业。 为此，我希望有史

多的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晋阳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

把这套晋阳文化系列丛书作为引玉之砖，以使今后有更多的

优秀论著问世;史希望这套丛书作为一份乡土教材，能在当前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使并州儿女进一步了解太原，弘扬

本土文化意识，找回民族文化力量之所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文

化自觉 。 特别要教育年轻的一代，不仅要热爱和建设今天的

太原，也要了解太原历史，意识到 21 世纪肩上的主任。我想，

这就是这套丛书出版的初哀。

另外，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太原市市长李荣怀

的支持、指导和帮助，著名书法家林鹏先生题写了书名，著名

古文字学家张领先生题写了篆文名幸，山西古籍出版社热情

支持出版发行，一批企业家慷慨资助，使这套丛书在太原建城

2500 年庆典之际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霍润德

2003 年 8 月于太原

者系太原、市政府顾问、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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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境内到处崇山峻岭，沟沟整整，但在群山环绕之

中，秀美的汾河自北向南曲曲折折纵贯全境，像一只元形的手

神奇地开辟出一片片广阔的平原，形成一个个水土肥美的盆

地，让我们的先祖在这里休养生息。两千五百年前，太原的前

身晋阳城就座落在汾河流域所形成的一个盆地中。晋阳城所

处的地势十分险耍，东有巍峨的太行山，西有险峻的吕梁山，

云中、系舟二山合抱于后，素有"控五原之都邑，襟四塞之要

冲"的称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控守之所。不一般的

地势注定了晋阳城必然会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晋阳城建于春秋时期二当时频繁的战争加重了各部族对

城池的需要j晋阳城应运而生，因为它建在晋水之北，所以被

称为晋阳。晋阳城建筑的确切年代无法判断，但据《左传》讲，

公元前 497 年，范氏、中行氏和赵简子火并之时，简子招架不

住，便从邮单ß逃到晋阳，由此可以证明，晋阳城一定建于此前。

建晋阳城的人是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他发动群众力量修治

城郭，建筑宫舍，此后，另一家臣尹锋继续给以修治，使之成为

当时一个坚固而富裕的城市，作了赵国初期的都城。 由于

郭坚固，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一度以晋阳为赵国的军事据

-成就了赵与韩魏三家分晋的梦想。此后，他又依靠晋阳，

军事力量到雁门关外的大同一带，解除了多年的外来威胁，

观上也促进了晋阳文化与后起的雁门文化的交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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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晋阳发展壮大起来，它当时的强大与兴旺正如

人们所说"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

之地，攻守之场也。"雄厚的实力奠定了它成为防御北方匈奴

重镇的基础。西晋年间，并州刺史刘玉昆为抵抗匈奴将晋阳城

: 一一扩建了六七倍，城周长约十三点五公里。由于地势险要，城池

坚固，东魏北齐时，高氏父子均以晋阳为"别都"。他们在这里

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晋阳宫、大明殿、晋祠中的鱼沼飞梁及亭

台楼梯f都是那时的建筑，天龙山石窟、蒙山大佛等佛教石窟雕

塑也都是那时的杰作。晋阳城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回

隋朝，隋炀帝为有效地防御外力而驻守晋阳，他在高欢所

建的晋阳宫外又新建了新城、仓城和晋阳宫，再次扩大了晋阳

城的占地面积。唐朝是晋阳城发展的鼎盛时期，晋阳城是李

唐王朝的发祥地，加之它的军事地位显赫，所以，唐朝统治者

把晋阳定为北都，对它特别重视，在隋朝扩建的基础上，又把

晋阳扩建为都城、东城、中城，三城横跨在汾河两岸，周长二十

一公里，规模宏伟，实属空前。险耍的地势、强大的军事力量

和宏伟的城建规模，使晋阳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御敌屏障的

作用。当时的晋阳城经济繁荣、民性强悍尚武、文学昌盛，与

长安、洛阳并称"三京"可谓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

到了宋代，晋阳城却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宋太宗在攻克

晋阳时，因痛恨晋阳人民的顽强抵抗而火焚进而水淹了晋阳

城，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战残了无数生灵，也使得前人几百年

营的城池顷刻间荡然无存。后来，宋朝统治者又在晋阳城

监 仁二十公里处的唐明镇构建新城，周长十里二百七十步，
在的太原城的来历。明代在不毁旧太原城的原则下

又进行了扩建，使太原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坚逾铁瓮"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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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锦绣太原"之誉。

新中国成立后，太原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现在的太原市辖晋源、小店、迎泽、杏花岭、尖草坪、万柏林等

六个区，古交一个县级市和清徐、阳曲、委烦三个县，地域广，

人口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

悠久的历史，不仅给后人留下战争的血雨腥风和王朝的

兴替沉浮的记忆，而且积淀了底蕴深厚而灿烂多姿的文化艺

术遗产。特别是那些如山花野草般生长在民众间的艺术形

式，它们几乎与在此生存的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它们的生

命力却依然顽强和旺盛，而且历时越久，价值越高。 所以，晋

阳民间艺术遗产和晋阳的历史一样，不能不引起后人的关注。

由于民间艺术向来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它们的创作

和流传情况大部分都未被记载下来，我们只能从相关的出土

文物和古籍志书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管窥历史上晋阳民

间艺术的创作和流传情况。

从现在太原市出土的早期文物来看，有夏朝的编钟、编磐

和铜制、陶制的歌舞俑，可见早在夏朝，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

有歌舞活动，为此后晋阳民间歌舞活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周代"桐叶封弟"传说中的剪叶，孕育了晋阳剪纸

艺术的雏形。秦汉时期是中原民俗格局形成-的时期二处于中

‘原腹地的晋阳的民间艺术活动也应该有较大的发展，但记载

资料不多，其中《述异记》中有一些记载"秦汉间说茧尤牛耳，

须人剑载，头有角;与轩较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与地方

卢书中记载的"太原村落间祭虽尤神，向不用牛头。""其民

两两，头戴角而相抵，作乐曰‘虽尤戏'"相照应，可以推断山，

这种带有祭祀性质的舞蹈活动就是现在寿阳和太原交界处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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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镇仍然流传的民间舞蹈"爱社"(耍鬼)，表现的是黄帝战

虽尤的故事情节。这时期，鼓舞歌吹的"鼓吹乐"也在委烦、静

乐一带出现。 牛 二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

一游艺、美术等艺术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晋阳民间艺术的发

展。祁县出土的北齐男女陶俑和太原出土的北齐石雕观音菩

萨像鑫和释迦说法像鑫上，都能看到外来歌舞的痕迹，尤其是

寿阳县出土的北齐陶舞俑，更能从服饰舞姿上看出胡人之舞

的痕迹。天龙山石窟中保存的北齐雕刻的佛像，风格粗矿、线

条简约，透露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情趣。

隋唐之际，中原的民俗文化处于发展阶段，与国都长安齐

名的晋阳的民间艺术应该与之同步发展，但是，可以佐证的资

料也极少。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出土有舞巾俑四尊，他们头

梳高发害，身穿朱茄色开领上衣，腰系朱描色拂地花裙，手执

薄巾，翩翩起舞，表现了当时歌舞活动的场景。据志书记载，

宋元年间，每逢年节，太原城市和乡村都开始自发结社闹"红

火"即组成各自的舞队游行于街市，竞相表演，俗称"社火"口

明清时期，太原各地兴起或由外地传来多种游艺活动，如背

棍、铁棍、秧歌、皮影戏、霸王鞭等等，这些民间艺术活动成为

人们敬祭神灵、法瘟辟邪、驱灾免难、寄托美好愿望的常见活

动。

有关民间艺术方面的资料毕竟只有吉光片羽的记载，实

，大部分民间工艺美术和社火活动至今仍存活在民众生

。下面就逐篇介绍晋阳民间艺术的一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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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社火游艺活动

舞蹈类

1.背棍、铁棍

"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棍爱煞人。"这首流传在

晋中的民谣概括了晋中地区三种盛大的民间游艺活动，其中

徐沟的背棍是晋阳民间艺术中的奇陆，素有"空中的舞蹈"和

"无言的戏剧"的美称。

背棍和铁棍大约起源于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每逢大早之

年，徐沟的民众就要上庙求神乞雨，偶尔得雨便抬神游行，以

表谢意，抬神时必须抬上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意为侍神的童男

童女，当时人们称这种活动为"抬阁"。抬阁设置极其简单，即

抬一张桌子，让小孩坐在上面。这就是背棍、铁棍的前身。嘉

靖三十九年，徐沟旱情严重，群众依旧俗乞雨，并许愿得雨后

隆重谢神三天。在谢神活动中，为了显示隆重，老艺人在原来

简陋的桌子上装置了?蟠桃会"、"灵芝化三仙"、"凤凰拉车龙

打伞"等造型似楼阁的神轿，由众人抬着游街。原来的童男

~由一名赤脚大汉肩扛行走，以示虔诚，谓之"走阁"。

早的铁棍。后来，有人又受到看铁棍的人码着小孩的姿

启发而发展出背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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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年间，在河南经商的徐沟商人张老六，曾把背棍传 一

到河南项城县一带，成为当地民众欢庆节日、庆祝庙会的一项

民间娱乐活动。当地民众又给予发展，将原来的硬棍换作软

棍，行走起来可以颤动，表演起来上面的演员有一种飘飘欲仙

的感觉其艺术效果远胜于从前。民国十四年徐沟东南坊商

人张四维从河南回来后，介绍了当地对背棍的改革，引起了民

间艺人的重视，艺人们自筹资金，与张四维一起琢磨试验，把

原来直插在肩上的平肩棍，改成上、中、下三截的活动背棍，这

一技艺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背铁棍表演的艺术效果。清代中

叶，晋中一带戏剧发达，民间艺人把民众熟悉的戏剧情节编作

背铁棍的造型，根据剧情安排人物，装璜相应的背景道具，使

人物和背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百多个优秀的戏剧

曲目都登上了背铁棍，犬大丰富了背铁棍的表演内容。

背棍的制作。 背棍造型是由一名成年人身背铁棍，上梆

一至三名儿童组成，根据棍上人数的多少，背棍分单人、双人、

三人棍三种。背棍的棍分上、中、下三截。下截是铁绊，铁绊

是用一尺长的扁钢条做成弧形绊底，可以扣在背者腰部?与绊 -

底垂直的钢条向上从左胸前顺肩弯曲至左后背，通过脖颈，顺

右肩膀弯至前胸，连接绊底，形成一个双连钩式。表演时绊底

用绳索紧系背者后腰，可以自由拆合。铁绊右上方伸出一个

向上弯行的曲棍，铁绊和曲棍组成下截。中截与下截通过插

口接好，呈斜弯形状一直延伸到背者的头部，然后直起，这样

的重心便不偏不倚地落在背者的双肩上。上截插在中

部。根据这兰截铁棍组合样式的差异，背棍可分为直顶

、悬挂式、活心式三种。上截向上直伸即直顶式。上截与中

截垂直即悬挂式，装扮起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仿佛空悬。

晋阳文化研究丛书: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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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心式是在中截棍上安一活动轴心表演时随着棍上表演者

前俯后仰形成的压力，棍前后晃悠，看起来十分惊险。

单人棍 双人棍

人和棍的组合关键在于绑，绑棍是一门艺术，它既要将人

和棍牢固地绑在一起，又要将各种背景巧妙地装置在棍上。

绑时先用宽布条将小演员的腰部和棍系好，腿部用小带子捆

紧(只缠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活动的) ，脚蹬在用绳子吊着的假

脚上，选演员时一般要注意身材高低适当，脚踩在踏板上舒展

的，绑好后再穿表演服装 。 背棍者在捆好铁绊后也将表演服

装穿好。 然后把上、中、下三截棍插套在一起。

徐沟背棍造型近百，大多表现的是民众喜闻乐见、耳熟能

详的戏曲故事，传统造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凤仪亭~，背棍者饰董卓，手托一把太师椅，吕布手持长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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