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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与国史，大同小异，乃一方之百科全书。人文，物产，世

俗、民情皆包罗其中。政赖以融通，民赖以教化，‘历代颇为注重。今

欣逢盛世，华夏大地，修志之风蔚然。吾乡人民戮力，共襄盛举，历

三载寒暑，终成新县乘，诚可喜矣! ，

吾乡河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西濒黄河，中贯汾水，北依吕

梁，南望鸣条，东有虎冈，西临龙门，山明水秀，土腴气润，石英溢

彩，乌金生辉，汉司马迁，隋王通，唐王勃、薛仁贵，元、明杨胜、

薛碹，辛亥革命首义太原总司令姚以价，真可谓人文蔚起，灿若繁

星，吾生其地，’实属幸哉1 7．

·吾自小寓家，投军从戎，每于戎马倥偬，常动思乡之情，梦魂萦

绕，多为家乡之想，慰家乡父老，追儿时踪迹，抚家乡沃土，饮家乡

甘酿，奈何公务繁忙，多次难以如愿，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每闻家乡

新交化，漫卷诗书喜欲狂。今读县乘，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

风情，或得或失，或褒或贬，‘’皆详列开载，历历如在目中，思乡之情

聊可补矣。嘱吾为序，为不负众父老乡亲之厚意，只好命笔。

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祖国人民，也拯救了吾乡人民。感谢县委、县

政府领导，使吾乡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这从新县志中可以看出其

功绩之大。感谢成书之诸位，将这些功绩载入史册，传之千古，使吾

乡后代子孙永远不忘前辈们走过的路，开创事业所付出之艰辛。惟望

吾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为续修县志，描绘出

更新更美的图画来。

董其武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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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河津县志》，数易其稿，终于

问世，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河津古称龙门，历史悠久，山川锦绣。我在此地工作三十余载，

对这里山川草木总关情，既为它悠久的历史感到自豪，叉为它现实的

成就充满喜悦，更为它灿烂的前景怀着希望和信心。古往今来，河津

人民为了它的繁荣昌盛，前仆后继，献智竭才，涌现出多少仁人志

士，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理应载入县乘，彪炳史册o

《河津县志》创修于明万历元年(1573)，其后曾七次续修。自

光绪六年(1880)至今百余年问，虽屡有动议，然终未成书。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夜春风，给河津带来一派生机，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民殷县富，社会安定。一九八一年，县长郑西京组织全县各

部门编写专志，一九八四年继任县长杨步高，郭荣吉先后主持总纂，

遂成初稿。一九八七年我接任县长，继续这一浩繁的工程，经增删校

补，终于成书。在编纂专志和总纂县志过程中，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杜

玉堂，曹信堂具体组织，县志办主任高尚友、副主任王永录以及有志

于此的诸同志，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o《河津县志》是伟大

时代的产物，群众智慧的结晶o ，

《河津县志》凡三十四卷，六十万言，翔实地记载了河津自秦置

县以来的兴麦荣替，人更物移，对研究历史，借鉴经验，指导现实，

启迪后人，大有裨益。

愿勤劳勇敢的全县人民，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不懈地耕耘，不断

地开拓，创造亘古未有的英雄业绩，谱出崭新的历史篇章。

县长姚有亮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凡 蜘，

凡．例

1．本志统合古今史料编写，上溯不限，下限为1985年底。古从略，今从详。

2．卷，章、节，目的设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全志共34

卷，先自然，后经济，再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以事为经，以时为纬。唯

因内容浩繁，为使读者扼要地了解县情，列概述予卷首，列大事记、附录于卷末o

3．本志记，志、传，图、照片、表、录并用，以志为主体，图、表，照片附

于各类之中o ．

4．地理名称、历代政府和职官，均按当时习惯称谓。本志用历史纪年，注明

公元纪年。

5．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部分人名、地名和

有特定含义的仍用原繁体字，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8单位1986年12

月31日公布的规定书写。·

6．本志对一些字数太多的常用词汇用简称，但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7．艺文从文化志中分出专设，凡咏河津者优中选精。

8．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因行政区划变更而籍属改

变的从习惯。

9．本志的资料来源，除国家出版的各种史书注明出处外，其余或旧志、或档

案，或统计资料、或社会调查，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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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地区西北隅，吕梁山之阳，黄河、汾水交汇

处。远在100万年以前，即有先民集居。春秋时建耿国，秦置皮氏县，北魏称龙

门，宋改名河津。全境总面积593平方公里。1985年设3镇8乡，共255，803人。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日照2，455d、时，年降水量500毫米，年平均气

温13。c，无霜期205天，适宜棉麦生长。

资源丰富。矿产以瘦焦煤为著，蕴藏量约6．8亿吨，每公斤发热量为7，500大

卡。此外还有硫铁、石灰石、铝矾土、石英石、钾长石等。水资源除黄河．汾河

外，地表水尚有瓜峪、神峪、遮马峪等泉水，地下水的年开采量为1．56亿立方

米。

交通方便。大(宁)临(猗)公路纵贯南北，晋(城)韩(城)公路横穿东

西，即将通车的侯(马)西(安)铁路与晋韩公路并行。黄河亦可行舟。乡乡有

公路，村村通汽车，1985年底，境内公路总长度为204．8公里。

民情淳厚，急公好义，勤劳节俭，敢于斗争。隋末毋端儿率众起义反抗杨广

暴政。明末张家璧抗清。清末张守忠、范居江组织义和团。民国十四年(1925)河

津中学学生为支援上海工人运动，组织募捐，受到当局压制，怒打县长。抗日战

争时期，全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各种武装力量抗击侵略者。民国三十

七年(1948)，全县人民满怀热情，为支援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经过长期艰

苦卓绝的斗争，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三十七年来，经济建设成绩辉煌。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343．89万元，

1985年11，508万元，翻了8番。但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发展较快，工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10．9％。而第二个五

年计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浮夸风和“共产风"，生产力下降，平均每年

递减8．3％。在三年调整时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年平均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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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率又上升至18．5％。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河

津虽没有大规模武斗，且在此期间发展了“五小"工业，但由于受“左”的思潮

干扰，工农业产值忽高忽低，年平均递增率仅为3．5％。1976年10月，粉碎了江

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从农村到城镇逐步推行了经济改革，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责任

、制。并在加强农业的同时，‘欠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逐步

形成了以煤焦，建材、建筑、运输为支柱的经济格局。采煤炼焦，历史悠久。宋

元时期，已具规模，近年来发展迅速。1985年，从事采煤炼焦的企业223个，年

产值2，373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7．6％。作为建筑材料的砖瓦，石灰、砂子，

水泥和耐火材料，本县有着丰富的原材料资源，由于山西铝厂等国家重点工程的

建设，促使这一行业兴盛。1985年，有建材企业389个，年产值1，611万元，占工

业总产值的25．6％。建筑业以工匠多，技艺高而名闻遐迩。汾河以南地区有“十

人九匠"之说，被人誉为“鲁班之乡’’o清末民初的著名工匠谢三贵曾指导翻修

，万泉飞云楼，当今的县建筑工程公司曾派员参加北京国际机场的建设，由他们承

建的运城肉联厂被山西省评为全优工程。1985年，全县有工程队183个，从业者近

万人，总产值达14，739万元。运输业为本县新兴的行业。七十年代，禹门黄河公

路大桥建成通车，沟通秦晋；工农业迅猛发展，流通加快。县人抓紧这一机遇，

大力发展运输业。1985年，全县有运输单位501个，客，货汽车2，401辆，其中

80％为专业户所有。当年全县运输业总收入2，212万元，本县经济在第五，第六

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为11．1％。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不断增加，1949年为72．7万元，1985年

为1，080．6万元。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1985年干部职工的全年工资，人均

l，045．3元，比1978年的549元增加了将近一倍，农民收入增加更快，1985年人均

年收入356元，比1978年的75元增加了3．7倍。1978年以来，农村中有64％的人家

建了新房，新建的房屋一般为砖木结构的青堂瓦舍，亦有砖混结构的平房或两层

小楼，每平方米造价110元，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市场繁荣，人民购买力提

高。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7，184万元，’比1978年的3，098万元提高了1．3倍。自

，行车，手表、缝纫机已基本普及，在城乡家庭中，家用电器和其它高档消费品的

拥有量正在急剧增加。人民温饱有余，踊跃储蓄，1985年城乡储蓄余额为1，292

，万元，比1978年的100万元增加了近12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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