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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临汾市辖境在历史上被称为平南大地。相传唐尧建

都平阻。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现，特

别是尧舜时期墓葬、古城、现象台的陆续发掘，人们终于

找到了历史上尧的都域，证实了史载"尧都平归"之不

虚。考古发据ìiE费， 4500 年以前尧的时代，平阳大地已

经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尧的时代万邦林立，当陶寺古城的

尧被中原众部落推为‘天下共主 的时候，开始出现了

"中国"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平阳大地就是中国的源头。

尧的部落称"陶唐氏"其后裔有一支在夏商时代建

立了"唐国"。周武王灭商后，唐国不服，发动叛乱，被成王

剪灭。成王将其弟叔虞封于唐国。《汉书·地理志》认为叔

虞所封的"唐盟"在太原，故李摊在隋代任太原留守时，袭

封"唐国公"。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灭擂，就建国号为

"唐"。唐朝强盛，威名远播海外，故中国在海外被称为

"窟"。

叔虞子鳖父改"唐"为"晋..这就是西周时代的晋菌，

经考古发掘，其地就在今曲沃一翼城两县交界处的天马

一曲衬一带。春秋时代，晋国崛起，成为霸主。战国初期，

韩、魏、赵三家分晋，与秦、楚、齐、燕并称"战国七雄"飞c 山

西古称"三晋"，出西省今天另掰4称"晋

相传尧分天下为十二少如奸州l'时‘1 ，夏禹治水，定为九乡如卦州"1。九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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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见于《尚书·禹贡~，平阳大地为冀州之域。其实，夏

商周三代的州，只是根据山川形势所作的一种地域划分，

还不是后来的行政区划O

"唐"、"晋"而外，先秦时期平阳大地上还有若干地

名，与后来行政区划有一定关系，有必要在此作→介绍。

霍西周封国，在今霍州市白龙镇陈村。《史记·管

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其八日霍叔处。"叔处被封于

霍。《水经·汾水注~:"晋献公灭霍，赵凤为御，霍公求奔
齐。"霍国以霍太山为名。霍为何意?一日霍山又名霍太

山，故霍是"霍然大也"。一曰《尔雅·释山~"小山，霍"郭

瑛《尔雅注》据此认为"霍"是先秦方言，义为"大山包着小

山"。霍山四周群峰环绕，中部低平，故名为"霍"。

赵 西周城邑。周穆王的驾车手名叫造父。相传穆王

西巡，由造父驾良马 8 匹直趋昆仑，见到西王母后听说徐

僵王谋反，又与穆王日驰千里，东归击徐，大破叛军。造父

以此军功受封赵城。"赵"的本意是超速疾行"赵城"这个

地名就是以造父日驰千里平徐僵王的功绩而命名的。

杨殷周古国。西周金文的"杨"字，形如人举着武器

向太阳舞蹈之状，专家由此推测，古杨人是一个崇祀太阳

神的部族。杨人傍泽而居。《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内

曰冀州，其山镇日霍山，其泽藏日杨纤，其)IJ漳，其浸汾、

捕。"虽然《尔雅》曰"秦有杨主纤于

"扶风沂县西"即今陕西省陇县西;有人将杨纤说成是在

今河北省宁晋县一带;甚至有说在今内蒙古沙漠中的，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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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冀州指"两河之间"是确定无疑的。盖禹治水，先从帝

都平阳书"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岳阳为霍山以南地，王

汾流出山之始，而杨首当其冲。《淮南子·修务哥哥》曰"禹

之为水，以身解于陌吁之河。"川"解

形其其‘治汾之事耳O 盖今民赵城以南至11备汾一带，为临汾盆

地地完沉i海幅度最大的地带，洪洞一带正是沉降中心，上

古时代这里是浅湖，名扬纤，汾河穿湖而过。杨国在其

东。西周初，浅湖己演化成沼泽。周文王庶子伯侨被封于

此，为杨侯(另有周宣王之子尚父封杨之说)0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汾河的高阶地洪洞县坊堆村和永凝堡都发

现过大批西周时期的墓葬、遗址。曲沃天马晋侯墓中出土

了一件青铜器，上铸有"杨菇作羞礼壶永保存用"铭文，这

是吕前所知经考古发掘所得杨国唯一可据的考古资料。

晋献公灭扬，后封晋悼公之弟于扬，号曰扬干。晋平公时，

杨又成为叔向的采邑，叔向子羊舌石以邑为氏，改姓杨

氏。从当时洪润一带为沼泽的培理环境看，杨国国都应在

地势高亢的曲亭镇范村一带， (中国历史地图集》正作如

是处理c

贾殷周吉圈。由沃晋侯墓出土的玉器上，就有铭文

记述了西伯(周文王)"与唐人弘战贾人"一事。贾国到春

秋前期犹在。公元前 706 年晋国内乱，曲沃武公诱杀晋小

子侯丽灭翼，第二年镜仲奉周王之命率暖、芮、梁、苟、贾

诸国军队讨伐曲沃。贾吕参加了这次讨伐战争。晋武公得

势以后，便灭了贾国 o {后汉书·君ß国志》在"河东郡临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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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条下，注引张华所作的〈博物记》曰"临汾有贾乡，贾

倍邑 c "汉晋时的临汾县在隋唐以后的太平县即今襄汾县

西南部。十六国时期，这一带有"贾山"。据《魏书·姚兴

传》记载:公元 402 年〈魏天兴五年)，在北魏、后秦"柴壁

之哉"中，当后秦大将姚平退守柴壁后，北魏"乃南绝蒙境

之口，东杜新援之糙，守天渡，屯贾山，令(姚)平水陆路

绝，将坐甲丽擒之。柴壁即今襄汾县城南、汾河东岸的柴

庄，贾山即汾河西岸与柴壁踊河相望的黄土山垣，是汾阳

岭隆起靠近汾河的那一段。贾山略呈南北向槽图形，高出

汾河河谷 130 米，为一方高地，垣E平缓，视野开阔。显

然，殷商西周的贾国就在此出一带，汉晋时期这里有贾

乡。这一带今在南贾、西贾、北贾、贾罕、贾岗等村庄，这些

村庄之名显然与贾山、贾乡有关，从自与贾国有关。北宋

的欧阳修在所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说"要氏出自

娃姓。唐叔虞少子公明，震王封之于贾，为贾佑，河东临汾

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因为氏。晋公族挺僵之子

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字季他，亦号贾季。"书中所说

"河东临汾有贾乡"明明引自西晋张华的《博物记》。明清

以来的地方志不察，以为欧阳修所说是唐宋时代的临汾

县，加上唐宋文献记载西雪的贾充墓在1搞汾县贾得一带，

于是就认为贾图在意宋以后的临汾县即今尧者在区贾得一

带。

蒲西周边名。《国语}:"二五言于献公曰:‘蒲与二

屈，君之疆也。，，，于是献公命公子夷吾、重耳守之。蒲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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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所居，在今交口县石口乡蒲依村。汉代蒲子县?台移往城

川河下游河谷宽阔的今院在县县城。

屈西周地名，有"北屈"和"南屈"故称"二屈"。二

屈在今吉县、乡宁一带，春秋时期这里水草丰美，盛产良

马，称为"屈产之乘。北屈为夷吾所居，在今吉县车城乡

麦城村，后为汉代北屈县治。南屈在今乡宁县境。春秋战

国时期，戎狄的理活动在陕北高原，不时过黄河进入吕

梁山区。《国语》说，春秋时期"晋献公田，见程祖之氛。"

时晋边密与翠接，故出猎而望见霍氛，则程之近可知，理

之强亦可知。直到战国时期，瞿国还曾远道奔袭，给韩(时

都郑，因称郑)以增援。《汉城·地理志》注臣璜引《汲郡古

文~:"霍章救郑，次于南屈。"说的就是这件事。估计"理章

救郑"的行军路线即从吉县越金刚岭，出豁都峪直趋韩的

旧都平阳。"吉"、"屈"一音之转。屈有"短亏"、"困顿"等

义，后人觉其不雅，取其谐音为"古"称吉县。因此，吉县

之名即源于"屈"。

鄂西周地名 o 在晋国曲沃伐翼的内战中，晋侯姬

都不敌曲沃庄伯的攻势，弃翼而奔随。公元前 717 年，其

子姬光为晋君，是为哀侯，而姬却被迎至鄂邑定居下来，

后人因称他为"晋鄂侯"。有人因此说:"乡宁称鄂，是因晋

鄂侯居此避难而名，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晋侯都是因

退居于"鄂"地，才被后人称为鄂侯的。"鄂"字从"邑"说

明早在晋侯都到此退闲方喻，弯F 已是聚邑 o 因此应该

说，乡宁称"鄂"的来历，是因为 2000 多年前在现在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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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一带，有一个叫做"鄂"的城邑，这个"鄂"邑，因发生了

晋侯都被迫退窟于此的重大事件而被《左传》记载下来，

才为后人所知。周昭王伐荆楚，移国于汉水流域，为"汉阳

诸姬"之一。地名鄂，说明古代鄂河流域有鳝鱼类商栖

动物生存。商窍及其以前，华北地区的气候远比现今温暖

潮湿，适宜鳝鱼类动物生存。南寺遗址的原始部落显贵大

墓中，就出土有用鳝鱼皮制作的"毫鼓

当于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甚至到春秋晚期，公元前 513

年，在晋都新围以北的汾河北岸，今薪绎县龙兴镇的龙香

村，还有跨鱼类两桶动物活动的记录，这就是《左传·昭
公二十九年》所记述的"龙见络郊"。

"县"的出现在公元前 6 世纪初。据《史记·楚世家》
记载，楚庄王十六年〈公元前 598 年) ，楚嚣攻破陈蜀，要

把踪国改为楚国的县，但因申叔时的劝谏，没有实行。这

说明，当时己有县的设置。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
元前 514 年，晋国六娜以顷公之命灭祁氏和羊舍氏，分羊

舍氏的采邑为 3 县，其中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

夫。此为平陆和杨氏建县之始，当时晋国已有 50 余县。

秦统一中国，疫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开始实行全

国统一的行政区划制度。本书记述的平归政区建置沿革，

就从秦代开始，举凡历史上州、郡、府、路、县的治所在今

脑汾市辖境内者，均予收录口州、部、肃、路、县之名在首次

出现时，尽可能说明地名来源。后人对其治所认识有分歧

者，先列出各方见解，后阁明笔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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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政区名称、建置沿革主要像据"二十四史"

的地理志、古代地理著作及后人的"二十四史"地理志补

作。历史上政区治所在今天何地，主要参考刘纬毅编著

《出西历史地名通检~(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0) 、谭其嚷主

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般社〉和山西省地图集编篡

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政

区资料截止 2004 年底。

1 、秦代

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盟，统一中国，分天下为 36

郡。平~a大地属河东郡。秦祥短暂，平阳大地上设置了多

少县，没有完整的资料。凡见于唐宋以前史籍中的"秦置"

县，或见于战国记载而在西汉时尚存的县，或克于秦灭六

国至西汉统一以前的地名西汉时是县的，或出土的"三晋

货币"币名在西汉为县者，笔者都认作是秦代的县。

河东郡

战医时秦置，部治安邑县(治今运城市夏县禹王乡禹

王村)。现知领 16 县，其中安邑、蒲板、左邑、皮氏、解、猜

氏、汾阴、垣 8 县在今运城市境内，土军在今吕梁市境

内。

平~E罢，相传古帝尧都此，春秩时为羊舍民采邑，晋

国置平ß自县，秦仍置平妇县。《汉书·地理志》应萄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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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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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古代以山南、水北为阳，平阳以在

平水(今龙子祠泉水)之北丽得名，治今尧都区金殿镇。

北E县，春秋时居邑，晋公子夷吾所居，秦量北屈县，

治今吉县车城乡麦城村，有古城遗址。

缝县，春秋时晋国国者在"(新)络"地，后置绎县，秦仍

置络县。晋国国者在为何均名"锋"?I吕说认为以其南的山色

假络为名(该山今名紫金山) .近年学者根据翼城县寿城

村发现的战国时期刻有平等亭 2 字的陶器残片，认为

"蜂"即"降

f保医币言0 治今侯马市凤城乡岚绒村，有古城遗址。

i民汾县，战国为汾城邑。近年江西遂)1/出土秦戈，铭

文有"(出汾守"字样，守为战国郡级长宫，有人认为秦河东

守曾出安邑迁往临汾，由于无时间概念，依汉河东郡临汾

县的建制，定为秦县。以前近汾河为名，治今襄汾县赵康

镇晋城村，有吉城遗址。

杨县，西周、春秋为杨侯国，晋灭之，以腹大夫羊舍

玲。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 514 年)置扬民县。秦为杨县。

其治所.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标注于今洪润甚苏堡镇吉

县村，笔者认为，秦代今洪据一带沼泽地发育，应在今曲

亭镇范村。

最县，属厉王于三十四年(公元前 841 年)因国人暴

动奔鼓，即此。此年为茜周共和元年，为《史记》记载的我

国有确切纪年之始。"三晋货币"在"哉"名，又青铜器在

"秦蔬萎量"器物，故定为秦县。其得名，据《元和郡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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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最水为名"。最水今名南祸泻，发源于霍山，东流入汾，

其名假与殷周时期该水流域森林密布、野猪成群有关。治

今霍州市区。

藩子县"三晋货币"有"蒲子'名。与春软时期晋公子

重耳所起"蒲"有关。据〈水经·河水)"河水又南，蒲) 11石

楼山，南径蒲城东"丽I~道元注"民IJ重耳所奔之处也，又离

历蒲子县故城西，今大魏之汾井l治。"{中国历史地图集》

及《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均主此说，认为治今擦县龙呆镇

城北村，而X1J纬毅《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说在今吕梁市交

口县石口乡蒲依村c 应以两《地图集》说为是。

2、西汉时期

X1J邦于公元前 206 年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的地

方行政体制沿袭秦朝的郡、县剖，郡为一级政区，县为二

级政IRo 同时又大封功臣和同姓诸侯王，彭成部、国并行

的地方建制。被封为玉的为诸侯国，其地位相当于郡，并

称郡图。被封为侯的侯厘，地位相当于县。此外，汉武帝为

了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将全国划分为 13 个监察

区，叫 13 部。京城长安附近地方，自司隶校尉负责进行监

察，称为司隶部。班自《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时期的

政区建置D

乎自大地分属河东郡及上党郡。



:;每1 辛(1() á g ø, ,\l .! ~@革 9 

"因最水为名"。最水今名南祸泻，发源于霍山，东流入汾，

其名假与殷周时期该水流域森林密布、野猪成群有关。治

今霍州市区。

藩子县"三晋货币"有"蒲子'名。与春软时期晋公子

重耳所起"蒲"有关。据〈水经·河水)"河水又南，蒲) 11石

楼山，南径蒲城东"丽I~道元注"民IJ重耳所奔之处也，又离

历蒲子县故城西，今大魏之汾井l治。"{中国历史地图集》

及《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均主此说，认为治今擦县龙呆镇

城北村，而X1J纬毅《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说在今吕梁市交

口县石口乡蒲依村c 应以两《地图集》说为是。

2、西汉时期

X1J邦于公元前 206 年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的地

方行政体制沿袭秦朝的郡、县剖，郡为一级政区，县为二

级政IRo 同时又大封功臣和同姓诸侯王，彭成部、国并行

的地方建制。被封为玉的为诸侯国，其地位相当于郡，并

称郡图。被封为侯的侯厘，地位相当于县。此外，汉武帝为

了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将全国划分为 13 个监察

区，叫 13 部。京城长安附近地方，自司隶校尉负责进行监

察，称为司隶部。班自《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时期的

政区建置D

乎自大地分属河东郡及上党郡。



10 手简单创建重活革 i?事:
飞ξ叫~..... / 

河东部

属司隶部，郡治安邑县〈治今运城市夏县禹王乡禹王

村) ，领 24 县，其中安邑、大陆、猪氏、解、蒲反、河北、左

邑、汾阴、闻喜、垣、皮氏、长修 12 县在今运城市境内，漫

泽、端民 2 县在今晋城市境内。

i撞汾县，治今襄汾县赵康镇晋城村。

平阳县，为侯国，治今尧都区金殿镇，新莽改名香平

县。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香平，宋本"香"作"乡"。钱

站、徐松《新盖斗注地里志集释》据此进一步认为香平"疑当

作平乡"。

襄陵县，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置，颜师吉注

《汉书·地理志》说"晋襄公之陵，因以名县。"其治所，

《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尧都区县底镇， <山西历史地

名通检》、《山西省历史地图集》认定在今襄汾县新城镇古

城庄。笔者认为，应在今襄汾县新城镇古城庄，其理由见

"西晋"部分。新莽改名干昌县，有人认为与殷商时期今山

西的方国"昌方"有关，可备一说。

最县，治今霍州市区，新莽改名黄城县。有人认为西

周厉王曾窟此，故王莽以黄图、黄屋表天子之窟，而名为

黄域。但王莽性多忌讳，断不肯取厉王事以制新名 D 其改

最为黄，可能表示此地吉为黄嚣。黄是夏、商、西周方国，

在今霍州市一带。《左传·路公元年}:"台验能业其宫，宣

汾浅，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j川i斗I 0 沈

其辛祀已。今晋主汾商灭之矣。"周昭王伐荆楚，移黄国于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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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潢)1/县西，为"汉陆诸姬"之 o

杨罢，其治所，光绪《山西通志》及《洪洞县志》认为在

今洪洞县曲亭镇范村儿洪洞县地名录~ (1987) 认为"革

材为杨侯国故城遗址，秦、汉为杨县。 并认为:苏堡镇吉

县村"洪溺当时名扬固，切依此为县治，后发现对岸羊民

古城居地险耍，易守易退，遂改迁古城，因纪初建县之史，

故名吉县";{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今洪洞县曲亭镇蕴

村，(出西历史地名通检》、《山西省历史地图集》认定在今

洪洞基苏堡乡吉县村。笔者认为，西汉时期今洪润一带沼

泽地发育，应在今曲亭镇莲村。新莽改名有年亭。有年者，

丰收也。

北屈县，治今吉芸车城乡麦城村，新莽改名联北县。

蒲子罢，治今擦县龙泉镇城北村，理由觅前。

缝罢，西汉周勃封络侯，为侯国，治今侯马市凤城乡

风城村。

源嚣县， 读如折，多言之意。取名狐嚣，似与当地狐

狸叫声有关，或与"猿"这一古老民族有关。东汉废。治今

永和县医离 35 里。

骥县，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 ，割北居县地

封驹几为获侯，为侯固，国除后为骥县。《太平寰宇记》曰:

乡宁县"东南约六七十里有马头山，出影f以马，因以为

名。骥则马之骏异者，盖基因出取名 o "东汉度。治今乡宁

县关王窟乡关王庙村，有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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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都

属并州刺史部，郡治长子县(治今长治市长子县城) , 

领 14 县，其中长子、电留、余吾、锅辑、涅氏、襄垣、壶关、

裙、谷远 9 基在今长治市境内，法氏、高都、白阿 3 县在今

晋城市境内，沾丢在今晋中市境内。

F奇民罢，其治所， (太平寰宇记》认为"在今冀民县北
三十五里陪民故城是也。"据此，(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及

《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认定在今安泽县城，(中国历史地围

集》标注在今安泽县城稍南。

3、东汉时期

刘秀于公元 25 年建立东汉王朝，地方行政制度仍沿

袭郡县制，仍实行郡国并存制度，郡和诸侯因为一级政

区，甚、邑、侯因为二级政区。:XIJ秀鉴于西汉末年外戚篡

权、皇权旁落的教训，全力强化专制集权制度，进一步扩

大哥隶校尉和 13 个州刺史的监察权力。范哗《后汉书·

郡国志》记载了东汉时期的政区建置。

平南大地分羁河东郡及上党郡。

河东郡

郡属驻京城洛陆的司隶校弱(东汉末建安十八年后

属冀井i刺史部) ，郡治安邑县(治今运城市夏县禹王乡禹

王村) ，领 20 县，其中安邑、汾阴、蒲援、大阳、解、皮氏、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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