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长治市是国家园林城市； 

长治市国家卫生城市； 

长治市曾当选 2004 年度中国十大魅力城市； 

太行山大峡谷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老爷山革命战斗遗址(第一批省保)； 

亚洲最大复合肥生产基地——天脊煤化集团； 

长治县素有“煤海铁府麻乡”之美誉； 

襄垣县是全省优质石膏石矿点之一； 

壶关县被国家爱卫会授予国家卫生县城荣誉称号； 

长子县素有“中国青椒之乡”的美称； 

千年古刹法兴寺、崇庆寺系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沁县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沁县有“北方水城’之称； 

荫城曾经享有“天然铁府”的美称； 

太行山大峡谷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黄崖洞风景区是国家森林公园； 

黄崖洞风景区是全国爱主义教育基地； 

黄崖洞风景区是山西省十大“著名风景区”之一； 

黄崖洞风景区是集旅游观光、革命传统教育为一体的理想的避暑度假胜地。 

壶关县被国家爱卫会授予国家卫生县城荣誉称号； 

壶关县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文明县城。 

长子县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青椒之乡”。    

沁县自古就有“冀州门户、潞泽咽喉”之称， 

沁县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第二章 长治概况 

中文名称： 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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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辖地区： 辖长治等县、城区等区、潞城市  

政府驻地： 城区英雄中路  

电话区号： 0355  

邮政区码： 046000  

 面积： 13864 平方千米  

人口： 316万人(2003 年)  

著名景点： 太行山、太岳山等  

代码： 140400  

概况 

长治市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于 1945 年 10 月建市。曾当选 2004 年度中国

十大魅力城市。   

地理位置  

长治市，地处北纬 35°50′—37°08′，东经 113°01′—113°40′，东倚太行山，

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山，与临汾市接壤，南部与晋城市毗邻，北部与晋中市交

界。    

为太行山，太岳山所环绕，构成高原地形，通称“沁潞高原”，又称“上党盆地”。境内

山地、丘陵、盆地纵横交错，海拔大都在 800--1500 米之间，最高的太岳山北台顶，海拔

2453 米。    

行政区划  

长治市现辖 10 个县 2 个区 1 个县级市：长治县、长子县、屯留县、壶关县、黎城县、

平顺县、襄垣县、武乡县、沁县、沁源县和城区、郊区及潞城市。全市共有 146个乡镇，3507

个行政村。   

自然灾害  

主要为干旱、冰雹、洪涝。2007 年的自然灾害给 13 个县（市、区）均带来了不同程度

的影响。受灾人口达到 113.9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1178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59.4 万

亩，倒塌住房 2729 间。   

气候与灌溉  

长治属典型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年平

均气温在 4.9--10.4 摄氐度之间，气候条件与避暑山庄承德相近。1 月份最冷，平均最低气

温为-6.9 摄氐度；7 月份最热，平均最高气温为 22.5 摄氐度。号称“无扇之城”。年日照时

数 2418-2616 小时，一般年降水量在 537.4-656.7毫米，7 月最多，为 132.2 毫米，1 月最



 

少，为 5.5毫米，年平均无霜期在 156.8-181.9天，年平均风速为 1.5-3.0 米/秒之间。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历史背景  

长治古称上党，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荀子》称为“上地”。“上党”的意思，就是高处

的、上面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因其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说。此外，长治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

革命传统，是研究山西省历史文化、弘扬革命传统的基地。  

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神农氏炎帝就曾在这里尝百草、驯养牲畜、发展原始农业。

殷商时期，长治是殷商王朝属下的诸侯国，史称“黎”。春秋时归晋。战国时期赵、魏、韩

三家分晋，长治为韩国别都，称“上党郡”。隋开皇时改为潞州，后几经变更，唐时改为河

东道潞州上党县。明嘉靖 8 年（公元 1529 年）改称潞安府，并置长治县取“长治久安”之

意，长治由此而得名。清朝时继旧制为潞安府长治县。民国初废道，长治改属冀宁道。民国

19 年（公元 1930 年）废道制，长治直隶省辖。1945 年 10月 8 日长治解放，1945 年到 1998

年的 50 多年间，曾先后经历了作为山西省辖市由长治专区代管和晋东南行署隶属等多次行

政区划的调整变动。   

长治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等故事就发端于此。长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同时还是一个革命老区。抗

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这里创建了以太行山和太岳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晋冀

鲁豫边区，是当时华北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领导机关曾长期

驻扎在武乡、潞城等地，使这里成了华北抗日前线的中枢。  

要说长治文化，不能不从长治说起。长治，“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所以

古称上党，素有“天下脊”的美称。这里关山伟固、居高设险，历史悠久、文明久远，山河

壮美、人主荟萃，厚土民魂、神韵飞扬，实乃太行山上的一颗明珠。  

上党是神话的故乡。在中华史前神话传说中，上党神话以其源流之原始、密度之集中、

内容之详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拂去岁月的尘封，穿透时空的阻隔，我们仿佛可

以看到，神农尝草、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这一篇篇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社话传

说，已带着诞生它们的一座座大山，高高矗立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折射出长治古代文明

的源远流长，印证着上党历史文化的博大久远。   

上党是华夏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上党孕育过播谷稼穑的民族祖先，文明的曙光最早在这

里初现。2.5亿年前的木化石，为上党文明写下了久远而深厚的第一篇章；新中国第一具完



 

整的恐龙化石，向世人昭示了上党文明的亘古和绵长。数不尽的遗址，道不尽的陈迹，仿佛

散落在上党大地上的颗颗明珠，向你印证着数千年长治文明的邈远悠长，诉说着上党文化的

源远流长。   

上党是山水雄奇之地。长治的山，不仅有着绮丽雄浑的外表，而且蕴藉着民族优秀文化

的无尽内涵；长治的水，不仅有着大江大河的神韵风采，而且印证着民族优秀文化的灿烂辉

煌。长治山水，南北兼容，刚柔相济，真可谓坐山水秀丽之胜，拥文化昌盛之富，必为仁智

者向往。    

上党是诗书之乡。壮美的山、秀丽的水，古老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引无数文人骚客竞

折腰。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名士登太行观赏山川河流之秀丽，进上党领略历史文化之悠久，

驻长治赞叹人文风情之俊美，或文或诗，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骈文绝句、文章佳作。这些

熠熠生辉、流远久远的精品佳作，以写实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上党的古风古韵、美景名胜、

人文地理、淳朴民风，记录了文人墨客对长治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思和留恋。   

上党是戏曲乐户之乡。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千百年来，上党戏曲根植于上党这块

皇天厚土中，犹如枝繁叶茂的虬根老树，见证着岁月历史的苍桑世变。凭借“三五步行遍天

下，六七人百万雄兵”的夸张手法，依靠高亢激越的音乐唱腔和一代又一代演职人员声情并

茂、出神入化的表演，上党戏曲曾经创造过“上党歌舞先梨园”、“士大夫皆能诵之”、“誉满

并门”、唱红京城等无以复加的辉煌。   

上党是礼仪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夏大地，沧海桑田，沉淀于社会底层的民俗文

化，保留着许多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十里不同风，百里不风俗”，上党民俗民风，既有千

百年的文化积淀，又有山河之地的影响，因而具有它的特殊性，正所谓“勤俭其本质也，奢

靡其习染也，劲悍本于地气，淳美由于化成”。  

上党是名产之乡。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毛主席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

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毛主席说的“有鱼有肉”，实际上就

是物产丰饶。“中国第一米”沁洲黄曾经上过康熙皇帝的御宴，中国四大名绸之一的潞绸曾

经“衣天下”、“遍宇内”，史称“上党一绝”的长治堆锦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名声大噪、

驰名中外，弹丸之地的荫城曾经享有“天然铁府”的美称，并且“日进斗金”，“上党三宝”

——花椒、柿子和核桃名闻遐迩，飘洋过海......   

上党是美食之乡。上党美食在过去上敬奉过皇帝，下适应民间百姓，它长盛不衰，伴随

上党人民度过了无数个寒来暑往，岁月更替。上党名吃粗放而不失雅致，是文化的结晶，地

域的印证。壶关羊汤曾让曹操将士饱口福，精神振奋，一口气登上太行山灭了高干；半疙瘩

救过光武帝，潞城“甩饼卷腊肉”系唐玄宗亲自命名，黄家凉粉来自皇家，沁县干饼曾是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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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原来美食名吃也蕴藏着历史，饱含着文化。  

这就是上党，山光水色优美，文化传承悠久；这就是长治，英杰雄才辈出，文明郁积磅

礴。这就是上党，既有亘古长存的历史足迹，又有今日始开的时代芬芳；这就是长治，既蕴

藉历史的雄浑博大，又焕发未来的神韵风采    

发展  

长治是古上党的中心区域，历代郡、州、府首脑机关的驻地主要就在今长治市的城区。   

 “上党”之名最早见于战国初，《史记·赵世家》：“（赵成侯）十三年（公元前 362 年），

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对于“上党”的含义，东汉刘熙在他的训诂名著《释名》中是这样

解释的：“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各类地理文献也认为这里“居太行

之颠，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上党为天下之肩脊的感受，对于久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可能

体会不深，但你若从河北回望山西，便立觉山高万仞，如在云天，有不识上党真面目之慨。    

公元前 262年，秦攻韩上党，上党守冯亭为了联赵抗秦，遂把上党的 17 座城邑献给赵

国，由此而爆发了长平之战。秦统一后，在此置上党郡，共领 14 县：长子、屯留、余吾、

铜、沾、氏、襄垣、壶关、泫氏、高都、阳阿、谷远、氏、潞。如果加上端氏、泽、阳 3

县，这大约就是冯亭所献上党 17 城邑。可以看出，当时上党的范围应是东起太行山，西至

太岳山，南起王屋山，北至八缚岭的广袤区域，占据了山西省境的整个东南部。  

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前 213 年），曹操平定黄河以北，新置 12 郡，其中划出上党郡北

部的沾、河等县置乐平郡，形成隋以后的辽州；十六国时期，慕容永在上党称帝，又划出上

党郡南部的泫氏、高都、阳阿、端氏、泽等县置建兴郡，形成隋以后的泽州；北魏建义元年

（公元前 528 年），再划出原上党郡西北部的谷远、铜等县置义宁郡，形成隋以后的沁州；

所余上党郡的中心区域形成唐以后的潞州。所以在历史上人们习惯将潞、泽、辽、沁四州并

称，就是因为它们同本同源，地相连属，皆出自古老的上党。再以后，潞州和沁州演变为今

长治市；泽州演变为今晋城市；而辽州则成为今晋中市东部山区县的所在区域。  

潞州始置于北周宣政元年（公元前 578 年），以境内潞水（今浊漳河）命名。隋代复改

上党郡。从唐武德元年（公元前 618 年）再置潞州，至明洪武九年（公元 1376 年）升直隶

州的七百多年间，这里还一度改称昭德军、隆德军、隆德府等。明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

潞城县小吏陈卿亡命家乡青羊山中，并凭借太行山间险要地形，聚众起事，连陷辽、沁，明

廷为之震恐。直到嘉靖七年十月，官军以 10 万兵力合击青羊山，才将这支农民军剿平。事

后，为了加强对地限民悍的潞州实行有效管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明廷特于嘉靖八年二月

诏升潞州为府，府城设县。嘉靖皇帝赐府名为“潞安府”赐县名为“长治县”，以祈望这里

长治久安。这便是“长治”的由来。  



 

明代的潞安府共辖 8 县，即“屯、长、长、襄、黎、潞、平、壶”，群众俗称“府八县”。   

1912年 3 月，山西省废除前清府、州一级建制，裁潞安府，留长治县。   1949 年设

长治专区，专署驻长治。辖长治、长子、屯留、沁源、沁县、武乡、襄垣、黎城、潞城、平

顺、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沁水等 16 县及长治城关区。   

1950 年长治城关区改设长治工矿区。  

1951 年长治工矿区改设长治市，由省直辖。长治专区辖 16县。 

1954 年长治、潞城 2 县合并，改为潞安县（驻长治市）。长治专区辖 15县。   

1958 年长治专区改为晋东南专区，专署驻长治市。长治市划归晋东南专署领导。撤销

屯留、长子 2 县，合并设立屯长县；后又撤销屯长县，并入长治市。撤销潞安县，并入长治

市和黎城县；撤销平顺县，并入黎城、壶关 2县；撤销陵川、高平 2县，并入晋城县；撤销

沁水县，并入阳城县。撤销襄垣、沁县 2 县，合并设立襄沁县；后又撤销襄沁、沁源 2 县，

合并设立沁县（驻旧沁县城）。将武乡、榆社 2县合并，称为武乡县。晋东南专区辖长治市

及黎城、壶关（驻原平顺县城）、晋城、阳城、沁县、武乡（驻段村镇）等 6 县。   

1960 年恢复屯长（驻鲍店镇）、平顺、陵川、沁水、沁源、襄垣 6 县。晋东南专区辖 1

市、12 县。  

1961 年恢复高平、屯留、长子 3 县，撤销屯长县。晋东南专区辖 1 市、14 县。     

1962 年恢复长治（驻长治市）、潞城（驻城关镇）2 县。晋东南专区辖 1市、16 县。   

1970 年晋东南专区改称晋东南地区，地区驻长治市。辖长治市及长治（驻长治市）、潞

城、襄垣、武乡、黎城、平顺、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长子、屯留、沁源、

沁县等 16 县。   

1973 年长治县迁驻韩店。   

1975 年长治市改由省直辖。晋东南地区辖 16 县。 

1983年 7月 28 日，将晋中地区平定、盂县二县划归阳泉市管辖。   

1985年 4月 30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5]62号）（1）撤销晋东南地区，实行市管县

体制。（2）晋城市升为地级市，并设立城区、郊区。将原晋东南地区的沁水、阳城、高平、

陵川 4 县划归晋城市管辖。（3）将原晋东南地区的襄垣、屯留、平顺、黎城、壶关、长子、

武乡、沁县、沁源 9 县划归长治市管辖。   

1993 年，辖 2 区 1 市 10县，计有 51镇 182 乡和 12 个街道办事处。   

1996年，辖 2个市辖区、10个县，代管 1个县级市，146个乡镇，3507个行政村。    文

化特色  

长治因地处太行之巅，自古就有“与天为党”之说，故又称“上党”。早在一万年以前



 

就有人类劳动生息，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炎帝神农氏曾在此尝百谷、制耒耜、兴稼穑。

尧舜时期，长治是“冀州之域，属帝都畿内”。   

上党是神话的故乡。在中华史前神话传说中，上党神话以其源流之原始、密度之集中、

内容之详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上党是华夏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上党孕育过播谷稼穑的民族祖先。2.5 亿年前的木化石，

新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昭示了上党文明的亘古和绵长。  

长治山水，南北兼容，刚柔相济，真可谓坐山水秀丽之胜，拥文化昌盛之富，必为仁智

者向往。    

上党是诗书之乡。壮美的山、秀丽的水，古老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引无数文人或文或

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骈文绝句、文章佳作。   

上党是戏曲乐户之乡。上党戏曲曾经创造过“上党歌舞先梨园”、“士大夫皆能诵之”、

“誉满并门”、唱红京城等无以复加的辉煌。  

上党民俗民风，既有千百年的文化积淀，又有山河之地的影响，因而具有它的特殊性，

正所谓“勤俭其本质也，奢靡其习染也，劲悍本于地气，淳美由于化成”。  

上党是美食之乡。上党名吃粗放而不失雅致，是文化的结晶，地域的印证。壶关羊汤曾

让曹操将士饱口福，精神振奋，一口气登上太行山灭了高干；拌疙瘩救过光武帝，潞城“甩

饼卷腊肉”系唐玄宗亲自命名，黄家凉粉来自皇家，沁县干饼曾是贡饼......   

重要历史事件  

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徐向前、薄一波等在这里生活、战斗，

组织指挥了神头之战、东阳关战斗、长乐大战、黄崖洞保卫战、沁源围困战、百团大战等战

役。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人民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在这里发动了名震中外的

上党战役。 

旅游胜地 

中村申家宅院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西白兔乡，北依小寒山 ,西临漳河 ,地处上党盆地

的东北角 ,属于上党盆地的边缘丘陵地带。据申氏族谱记载,申氏宗祖是明万历年间从潞城

县天贡村迁入的。全村现有 300 多户,共 1300余人,申姓族系占 70%之多。   

申家大院中村在明朝时属潞城县 ,直隶山西布政司。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未打消这里民众

积极求生的欲望 ,他们从农业生产转而向丝绸 ,布匹 ,酿造等手工业发展。由于处在河东盐

池及本地物资向东南转输的运道上 ,也是从陕西和晋南向河南运输的必经之路 ,并且是与

以北的太原连接的重要通道。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本地铁矿产量丰富 ,于是盐与铁便

成为泽潞商人重要的贩卖货品。据《潞城县志》记载 ,清朝至民国期间 ,中村是当地著名的



 

物资交流中心集市之一。晋商发展的同时 ,商家大院也就成了晋商文化的代表 ,成为中华民

居建筑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

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

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  

村内申家的老宅院始建于明代中叶 ,至光绪年间基本建成。村内现存明清院落 20 余

座 ,窑 50 余孔,房 300 余间 ,基本保存完好 ,是非常宝贵的建筑遗产。村落位于半丘陵地

带 ,地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 ,以十字街为中心 ,呈网格形分布 ,分为东北、东南、西南

和西北 4 个大的区域 ,申家宅院落位于东北区域。  

村中的明清建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建于古街道两旁的商业区 ,分布有当时申

家在中村开的店铺 ,由当铺、盐店、布店、花店、染坊、铁铺院、歇马店等手工业、商业建

筑组成;另一部分则是申家的家宅——二十四院 ,占地面积约 3 万 m ,主要用于居住、接待

贵客以及一些仓库 。   

村中一条古街自村口引入 ,贯穿全村。古街南北走向 ,并随着古商道与商业的互助性发

展而演变成一条商业街 ,并且最终成为清代中村的村落布局轴线。古街北端止于申家大院 ,

这就导致申家在村中开设的店铺布局呈现沿街与顶端两种布局方式 ,最终形成了 T 字形的

排列。申家店铺所在院落的布局有两种:一种是院落本身正南正北朝向 ,而将临街一面的房

屋设置为店铺的铺面 ,对外开放;另一种则是以垂直街道方向的空间轴线统领整个院落 ,多

样的组合方式使得村落的空间布局更加灵活 ,更有效地利用了土地。  

村中空间布局另一个特色的部分就是申家宅院,原由 24 个院落组成,由于建成年代久远

加之文革时期一些人为的破坏,现存只有 7 座院落保留完好,但是从倒塌的墙垣和留存的基

石仍可看出当年大院的规模和气魄。这二十四座院落分列于东西两条并列的轴线上,一条高

差近 4.5m 的断坎将两条轴线自然分开。  

申家大院从十字街往东 ,首先步入的是二十四院西轴线。西轴线上分布 5 个空间节点 ,

分别是临街的店面院 ,过厅院 ,花园 ,宅院以及裙楼和窑洞。商家独有的宅院功能承载了以

店面为中心的外向性功能模块和以花园为中心的内向性功能模块。西轴线的起点是十字街东

北角临街的空间 ,这里并列地设置了两个前店后寝的宅院 ,分别是当铺和盐店铺 ,这当属

商家宅院的一大特色。两个院子之间用巷道相连 ,虽为巷道却也是二十四院西轴线的起点 ,

故在临街处建有门,既保障了院落的私密性,也为院落空间的功能增加了趣味性和相对的完

整性。沿巷道向北则进入了商家宅院的又一特色空间“厅”院。厅房院是一个多向性空间 ,

对内对外的流动性都很强。厅房的北边是小花园 ,也是内外空间的分界点由此向北则进入到



 

后宅院。   

由盐店院向东 ,在断坎上面的院落组成了二十四院东轴线东轴线上分布了 4 个空间节

点 ,分别是三节楼 ,中庭院 ,东庭院以及东北角的两进牛棚院。东轴线承载的使用功能与西

轴线相比较为单一 ,大多为不承担对外交流功能的宅寝。沿拔贡院前的小路向东爬上断坎 ,

首先看到的就是三节楼院。这是一座一层窑洞再加两层楼房的三层门楼式建筑 ,也是申家大

院里的制高点 ,起到了保家护院的作用。三节楼的西边一条小道直通后宅院 ,东面是中 ,

东两组并列的庭院。中线庭院南起中庭下院 ,直接利用台地的侧面挖凿窑洞组成 ,地势较

低。中庭下院正房窑洞的正中有一条导入型通道 ,连通其后的中庭院。中庭院也是现存整个

大院里单体建筑形制最高的一进院落。中庭院之后为中庭后院 ,院子已毁 ,只留有基址可

见。与中庭组院并列的东庭组院分别是东庭下院 ,东庭院和东庭后院。两院的空间布局基本

一致 ,东庭组院每进院子的规模均大于中庭组院。东庭下院大门临十字街 ,东庭院建在台地

上与中庭下院平齐。台地上的每进院子均开设旁门方便相互贯通。东庭组院的北面原建有两

进牛棚院 ,是申家杂役圈养牲口的地方。整个东轴线连接了三大功能模块 ,防御 ,居住和辅

助。    

多元化的要求使空间功能性质也具有多样性 ,但在众多空间特性要求的前提下 ,申家

大院用简单而有序的组合方式解决了多重矛盾 ,充分体现出商家大院在规划设计之初对于

空间处理手法的独到认识 ,同时也是晋商文化空间特征的一个优良典范。 

第四章 风情文艺 

女娲补天   

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焱而不灭，水浩

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

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国人皆知女娲补天，却不知这神话就发生于长治县郝村的

天台山。 

传说盘古开辟了天地后，女娲用泥了人类。后女娲继了皇位，镇守冀方的水神共工十分

不满，就兴风作浪，女娲即令火神祝融迎战。经过殊死搏斗，共工大败，恼羞成怒，一头向

擎天柱不周山（今长子县境内）撞去，竟反擎天大柱撞折了，霎时天塌了个大窟窿。天地相

通，脉气失常，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类陷入灾难之中。 

女娲见她的儿女们即将失去生存条件，着急万分，就决心炼石补天。可去哪里炼石？女

娲遍涉群山，选择了天台山。这里山高顶阔，水足石多，是炼石的理想地方。 



 

第五章 风景名胜 

老顶山森林公园 

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长治市东部，距市区 2 公里处，总面积 2200 公顷。园内松柏

葱绿，桃李芬芳，古洞烟霞，曲径通幽。历史遗留有享誉上党的潞郡八景之一的“百谷寒泉”，

有炎帝神农氏在此地尝百谷、制耒耜、教农耕的美丽传说。现老顶山仍保留有反映炎帝活动

的创建于东晋等不同年代的神农庙等十几处遗址。  

神农峰游览区位于公园的正门，这里以一座亚洲第一高的炎帝铜像为中心的塑像群，有

炎帝悠坐神牛、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神话塑像，把游人带入一个奇妙的神话世

界之中。从山脚沿林间的曲径拾阶而上，步入部落洞可观赏到人类祖先聚集议事，耕织劳作

的生产活动场景。踏上神农阁，在缅怀先祖业绩，回味人类历史的同时，又可放眼远方，领

略现代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广袤无垠的田野风光。登上老顶山主峰的电视转播台，极

目远眺，绿盖群山，峰峦叠嶂。  

近年来，老顶山森林公园提出了以中华先祖炎帝神农氏为公园灵魂的开发建设主线，在

开发建设中突出了炎帝在上党，炎帝在百谷山建功立业的历史传说，围绕炎帝神农氏进行了

全方位的开发建设。先后投资恢复了新顶滴谷寺院，重修了九龙宫景区，新建了公园入山大

门、娱乐滑道、神农始祖百草堂等娱乐服务设施和旅游景点。老顶山森林公园已成为长治市

的绿色屏障和风水宝地。   

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长治市区东北部，距市区 3 公里，东与壶关、平顺二县相邻，

北与潞城市相接，方园 40 多平方公里。山体多为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石灰岩，海拔最

高 1378 米。公园由五顶 9 脊 18沟 40余座山峰组成，天然岩洞 30 余处。森林面积 3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74%。自然景观空灵奇秀，主要有雄狮卧岗、鉴天石、石丛缀菊、石海微澜、

五指擎天、危崖耸空等 10 余处。人文景观广博丰富，主要有九龙宫、祖师庙、摩崖石刻、

攀山古道、古鱼池、南崖宫、朝阳洞、古寒泉、神农井、百谷洞、耒耜洞等。老顶山的人文

景观之所以厚重，是因为华夏先祖炎帝神农氏，在此实现了由渔猎到农耕，由游牧到定居这

一人类史上的重大转折，开创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这也是老顶山开发建设的主线和重点。   

1992 年经林业部批准建立了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1994年 3 月由山西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编

制完成了《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根据规划，公园可分为功能各异，特色鲜明的

4 个景区。一是动物养殖观赏区，主要养殖繁衍濒临灭种的野生动物、经济动物和观赏动物，

用于保护、观赏和供人野炊食用。二是林业科研考察区。位于公园东南部、区内立地条件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老爷山革命战斗遗址 

老爷山革命战斗遗址(第一批省保)   

时代：1945年   

地点：屯留县上莲乡老爷山   

1945 年，闻名中外的“上党战役”主战场就发生在这里。共歼俘敌援部队 2.2 万余人。

为上党战役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山上原有唐代至清代的寺庙 8 处，137 间，尽毁于战争中，现除部分基础遗存外，(断

垣残壁改作它用)，仅剩一座莲花舍利塔，满身弹痕累累，是“上党战役”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土 地   

境内的土地总面积为 138.96 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30.7 万公顷（1985年），宜林地

面积 27 万公顷，有林地面积 19.9 万公顷，牧坡 20 余万公顷。  

林 木    

境内共有森林面积 39 万公顷，其中成林面积 3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23%，木材蓄积量

1100 万立方米。沁源境内的灵空山，属太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活立木蓄积量 289837 立方

米，主要树种为油松，占林木总量的 62.3%。  

水 源   

境内属北方地区的相对富水区，水资源总量为 17.9 亿立方米。   

牧坡草地   

草地主要分布于沁源。  

矿 产   

上党地区的地下资源十分丰富，矿藏种类达 40多种，煤、铁藏量尤为丰富，素称“煤

铁之乡”。地质储量为 906 亿吨，探明储量为 242.9 亿吨；除沁县、黎城、平顺 3 县外，其

余县、区均有分布，煤种有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以无烟煤为主。铁矿的探明储量为

1.4 亿吨，矿石品种有赤铁矿、褐铁矿、赤褐铁矿和菱铁矿，矿床的类型为山西式铁矿。主

要分布地区为黎城、平顺、壶关、襄垣、武乡、沁源等县。锰铁矿的探明储量为 5713 万吨，

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锰菱铁矿和含锰赤褐铁矿，工业分类称屯留式铁矿，分布于沁源、屯留、

长子等县。铝土矿的探明储量为 5713 万吨，主要分布于沁源、襄垣。硫铁矿的探明储量为

1462 万吨，主要分布于长治、壶关等县。耐火粘土的探明储量为 1606万吨，主要分布于沁



 

源、长治等县。大理石探明储量为 1400 万立方米，主要分布于平顺、壶关、陵川等县。长

治市的熔制白云岩就有 5827 万吨，主要分布于黎城、潞城等县，还有铁矾土、硅石、石膏

等，分别分布于沁源、平顺、黎城、襄垣、潞城、长治等县。其他矿藏还有钒矿、钛矿、镓

矿、电石灰岩、制碱灰岩及铅、锌、铜等。   

野生动物   

境内的野生皮毛、肉用、羽用、药用等经济动物，主要有狐、蛇、獾 、野兔、野猪、

黄羊、黄鼬、狍子、麝、豺、青羊、猴子及各种鸟类。有害动物有狼、野猪、獾、野兔和鼠

类等。害虫天敌有鹰、猫头鹰、黄鼬、啄木鸟 、燕子等。   

野生植物    

境内群山环列，盆谷相间，地形复杂，各地有不同类型的小气候，从而形成植物资源独

具的区系分点，有种子类野生植物，还有蕨类、菌类、藻类、苔藓等。   

水利资源    

长治是华北地区相对富水区，主要河流有海河流域的浊漳河、清漳河、卫河，以及黄河

流域的沁河、汾河支流。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22.96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量为 19.86亿立方

米，地下水量为 10.83亿立方米，重复水量为 7.73 亿立方米。全市现在漳泽、后湾、关河

3 座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和 105 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量 10亿立方米。  

农林资源   

 长治市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谷子、豆类、薯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党参、潞

麻、苹果、核桃、柱子、花椒等；主要名优特产有：沁州黄小米、潞麻、潞党参、黄芪、连

翘、木耳、沁源松蘑菇、黄花菜、花坡蕨菜，黎城柿饼、绵核桃、平顺大红袍花椒、马铃薯，

长子青椒；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的绿色农产品已达 81 种。林业资源有宜林面积 735

万亩，实有林地 585 万亩，其中天然林 173 万亩，经济林 165 亩，林木蓄积量达 1100 万立

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23%。牧业资源有宜牧面积 480 万亩，已开发草场 271 万亩。  

第七章 美食特产 

上党党参 

主产于长治，因该地古称上党，故名党参。党参以根入药，具有补中益气的功能，可治

多种疾病。以党参为主药，可配制多种中药。 

党参与人参同属于补气类中药。 党参与人参功效相似， 而药性平和， 不燥不湿， 不

寒不热， 中老年人用之较人参更为有益。 党参虽然可以作为人参的代用品使用， 但从植



 

干面饼子    

“干面饼子”是武乡人最普通的食品，无论城里、乡下、饭店、饭摊，每每常见。这种

食品，既携带方便，又易放置。清代顺治年间就闻名遐迩。 

一、原料配备：    

面粉、碱面、食油、精盐、花椒面。   

二、制作方法：  

１、将面粉放入盆（缸）内，兑入清水（春热、夏凉、秋温、冬开），碱面用开水溶化

倒入面盆里，揉和成面团后，再用干面粉掺入面团里，揉和光滑。  

２、把食油、精盐、花椒面放入一小盘或小碗内搅拌均匀调成稀状作内馅。   

３、将面团从盆内取出放置案板上，切一长条，揪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压扁。揪一块

小面球蘸上调味馅，包入压扁的面片内，擀成圆饼形状，放到鏊上，两面烙成淡黄色花纹后，

放到铛里烤了一面再烤一面，直到烤熟鼓起，即取出。    

特点：色泽鲜亮，外脆里香。 

第八章 名校展示  

长治学院 

长治学院创办于 1958 年，是教育部批准的由原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改制升格的一所综

合性本科院校。学院位于全 国十大魅力城市之一的上党古城——长治市，占地面积 538 亩，

分南北两校区，校舍建筑面积 21 万多平方米。校园建筑布局有序，绿树成荫，呈现出清新、

恬静、文明、和谐的园林化环境。 

中文名： 长治学院  

创办时间： 1958 年  

类别： 公立大学  

所属地区： 山西省长治市  

主要院系： 12 个本科专业 28 个专科专业  

类别： 综合性本科院校  

学校简介 

长治学院创办于 1958 年，是教育部批准的由原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改制升格的一所综

合性本科院校。学院位于全国首届十大魅力城市之一的上党古城——长治市，占地面积 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