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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他
们
加
强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
推
动
文
化
宫
一
传
的
又
一
举
措
，

为
更

当务
公、对

时望
代了

又~

千七」 品

和 d
~j二 λ、

济们

手在
A 1央

示了

融可

委在
在局
U 、

江又

济化
社坐
会标
友 。

展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越
来
越
重
要
。

其
实
，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历

史
，
就
是
一
部
对
文
化
不
断
继
承

、

积
累
、
创
新
的
史
诗
。

以
世
界

的
眼
光
和
扎
实
的
工
作
，
积
极
推
进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是
山
西
实
现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
。

在
这
场
伟
大
实
践
中
，
全
省
各
级
领
导
和
广
大
宣
传
文
化
战

线
的
同
志
们
，
必
须
进
一
步
增
强
重
视
文
化
、
发
展
文
化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必
须
以
百
折
不
挠
的
精
神
和
开
拓
创
新
的
勇
气
积

极
推
动
文
化
建
设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管
挤
出
版，

仅
仅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步

。

前
程
似
锦
，
重
任
在
肩

。

衷
心
希
望
晋
城
在
今
后
的
实
践
中

能
够
不
断
探
索
，
创
造
新
经
验
，
续
写
新
篇
章
，
继
续
走
在
全
省
文

化
改
革
发
展
的
前
列
1

是
为
序

。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切
矿
井
、
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晋
城
市
即
将
出
版
一
、
部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文
稿
送
到
了
我
的

案
头
。

全
书
共
十
册
，
二
百
余
万
言
，
配
图
近
千
幅
，
内
容
丰
富
，
资

料
翔
实
，
文
字
通
俗
，
为
我
们
了
解
和
研
究
晋
域
的
历
史
文
化
，
提

供
了
珍
贵
的
史
料
，
打
开
了
一
扇
重
要
的
窗
口
，
称
得
上
是
一
项

功
在
当
代
、
利
在
千
秋
的
文
化
基
础
工
程
!

文
化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灵
魂
，
是
凝
聚
力
和
创
造
力
的
源
泉
，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强
有
力
的
支
撑
，
更
是
一
个
城
市
魅
力
之
所

在
。

晋
城
作
为
一
个
新
兴
的
现
代
化
城
市
，
近
年
来
，
在
经
济
、
政

治
、
社
会
、
文
化
等
方
面
都
保
持
了
较
好
的
发
展
势
头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建
设
领
域
，
积
极
探
索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丰
硕
成
果

。

作
为
全

省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试
点
市
，
晋
城
解
放
思
想
，
开
拓
创
新
，
在
不
断

深
化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同
时
，
积
极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
大
力
推
动
『五
个
一
工
程
』建
设
，
在
政
策
扶
持
、
产
品
研
友
、

会
展
成
果
、
新
创
剧
目
等
方
面
都
有
新
的
突
破
，
在
全
省
起
到
了

示
范
和
表
率
作
用
。

这
次
编
基
和
出
版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二/



杯
』等
多
项
殊
荣
，
享
有
『太
行
明
珠
』
之
美
誉

。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直
和
富
饶
的
自
然
资
源
，
是
晋
城
赖
以
发

展
的
先
天
条
件
，
而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和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太
行
神
魄
乃
至
今
天
的
晋
城
精
神
，
则
是
晋
城
人
民
改
革

创
新
、
争
先
发
展
的
力
量
源
泉

。

此
次
编
慕
出
版
的
这
套
『丛
书
』，
囊
括
了
全
市
人
文
历
史
、

自
然
风
物
的
各
个
层
面
，
比
较
完
整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全
市
历
史

文
化
的
全
貌
。
「丛
书

』史
料
翔
实
、
选
材
续
密
、
图
文
并
茂
、
行
文

朴
实
，
是
解
读
晋
城
、
宣
传
晋
城
比
较
可
靠
的
向
导
，
是
进
一
步

挖
掘
和
深
入
研
究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的
总
纲
，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晋

城
历
史
文
化
树
立
了
典
范。

文
化
是
根
，
穿
越
时
空
且
代
代
传
承

.

，
文
化
是
魂
，
润
物
无

声
而
愈
显
生
机
;
文
化
是
旗
，
历
久
弥
新
愈
奋
勇
向
前

。

愿
金
曰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的
编
慕
出
版
，
能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晋
城
、

热
爱
晋
域
，
积
极
支
持
并
参
与
晋
域
的
转
型
跨
越
发
展

。

中
共
晋
城
市
委
书
记

斗争
夜 J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序
二编

管
挤
出
版《晋
城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
是
晋
城
走
向
全
国
、
走

向
世
界
的
迫
切
需
要
。
『
丛
书
』的
出
版
凝
聚
着
宣
传
思
想
战
线

诸
多
同
志
的
心
血
，
是
晋
城
新
时
期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成
果

。

五
日
城
位
于
山
西
省
东
南

L部
，
东
枕
太
行
，
南
临
中
原
，
西
望
黄

河
，
北
通
幽
燕
，
是
山
西
通
往
中
原
的
重
要
门
户。
境
内
太
行
、
太
岳
、

中
条
三
山
聚
首
，
丹
河
、
沁
河
二
水
纵
流。
山
川
壮
美
，
资
源
丰
富
，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遗
产
丰
厚
，
是
华
夏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祥
地
之
一
。

晋
城
行
政
区
划
基
本
格
局
始
于
隋
开
皇
初
年
，
时
称

『泽

州

』
。现
辖
一
区
(
城
区
)
一
市
(
高
平
)
四
县
(
泽
州

、

阳
城
、
陵
川
、
沁

水
)
，
总
面
积Z
N
N

平
方
公
里
，
人
口
M
M
U
万
。

3

四
年
建
市
以

来
，
来
改
革
之
势
、
借
地
利
之
优
、
秉
资
源
之
富、

得
人
文
之
盛
、

聚
人
民
之
智
二
跃
而
为
山
西
改
革
开
放
的
桥
头
堡
，
获
得
了
全

国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工
作
先
进
市
、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

全
国
绿
化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
双
拥
』模
范
城
市

、

全
国

科
技
进
步

'先
进
市
、
全
国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最
高
奖

『长
安



来
，
随
着
产
业
转
型
的
要
求
，
人
们
的
市
场
观
念
和
品
牌
意
识
更

加
强
烈
二
批
批
规
模
较
大
的
企
业
拔
地
冲
天
二
批
批
新
产
品

呼
啸
而
出
，
尽
显
晋
城
今
日
之
风
流。

晋
城
美
食
香
飘
千
里
，
群
山
沉
醉

。

作
为
中
国
饮
食
文
化
重

要
发
源
地
之

一
，
晋
域
的
饮
食
呈
现
出
多
样
、
合
理
、
科
学
的
特

征
。

地
方
小
吃
，
五
花
八
门
，
个
性
鲜
明
，
各
展
风
采
;
传
统
面
食
，

粗
细
搭
配
，
营
养
均
衡
，
独
领
风
骚
.
，
是
席
菜
肴
，
精
雕
细
琢
，
内

涵
丰
富
，
大
家
风
范
。

源
远
流
长
的
历
史
，
丰
富
多
彩
的
特
产
，
演

绎
了
博
大
精
深
的
饮
食
文
化

。

本
书
非
晋
城
、
万
物
之
大
全
，
乃
椒
取
本
土
物
产
之
珠
、
人
工

之
美
、
饮
食
之
精
者。

作
者
力
图
尽
其
所
能
，
汇
取
古
今
精
粹
，
尽

展
昔
城
风
采

。

但
由
于
水
平
有
限
，
不
能
如
愿
以
偿
，
谬
误
之
处
，

请
读
者
不
吝
指
正
。

在
本
书
编
写
过
程
中
，
那
些
地
方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者
，
以
及
散
布
在
晋
城
城
乡
的
老
艺
人
，
为
本
书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历
史
资
料
，
并
毫
无
保
留
地
向
笔
者
介
绍
与
展
示
了
自
己
的

绝
技

。

借
此
机
会
，
向
他
们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

。后
j

伪
队
小

川
州
川
l
d肉
、
也
叽



自
序方

物
，
方
土
所
生
之
物
也
。

一
个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
离
不
开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礼

记
·
王
制
》
曰
:

『广
谷
大
川
异
制
，
民
生
其
间
者
异
俗
。
」
《管

子
·

地
员
篇
》
曰
:

『地
者
政
之
本
也
，
辨
于
土
而
民
可
富
。
」
强
调

的
都
是
地
理
环
境
对
人
们
生
活
的
影
响
。

正
所
谓
「
一
方
水
土
产

一
方
物
二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0

晋
域
，
是
上
苍
恩
赐
给
这
方
人
民
的
风
水
宝
地。
她
地
下
是

「宝
』
，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丰
富
，
向
有「煤
铁
之
乡
』之
美
称
。

她
地
上

有
「宝
」，
动
植
物
资
源
丰
富
，
被
誉
为『华
北
地
区
动
植
物
资
源
基

因
库
』
。毋
庸
直
疑
，
优
越
的
自
然
地
理
环
境
是
晋
域
经
济
昌
兴
的

基
础
，
而
厚
重
的
文
化
地
理
环
境
又
为
经
济
发
展
插
上
了
翅
膀
。

晋
城
历
史
名
口
空
公
萃
，
灿
若
星
辰。

煤
炭
、
铁
器
、
丝
绸
、
法

华
、
琉
璃
、
皮
金
、
玻
璃
等
手
工
产
品
，
在
我
国
古
代
占
有
重
要
位

直
;
昔
城
传
统
名
产
如
云
，
俯
手
即
得
。

高
平
大
黄
梨
、
泽
州
红
山

桂
、

畴
河
红
山
支
、
历
山
苔
蒲
、
陵
川
「五
花
芯

」党
参
等
地
方
特

产
，
享
誉
-
全
国
;
晋
城
现
代
名
牌
迭
出
，
花
繁
似
锦

。

尤
其
是
近
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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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馆时且!丘吉…

方
杨
大
况

我们打开晋城尘封的历史时，就会惊奇地发现昨夜的星空是多么

灿烂。 曾几何时 ， 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唐代 ，晋城之富曾震

惊朝廷 ; 明清 ，晋城之富又让天下人为之瞠目 。

晋城之富 ， 富在哪里?那不是人们的一纸空文 ， 也不是专家的一声

赞叹 ， 那是需要坚实的产业做支撑的 。

毋庸置疑，采矿业是晋城经济发展的基础。 晋城是我国煤炭开采

最早的地区之一 ，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 晋城先人就己开始了原始方法

的采煤，唐代时采煤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已可用直井采煤。 煤炭的开

发利用 ， 打开了晋城致富的大门 。 铜矿、锡矿、铁矿、铅矿、辞矿以及石

英、硫矿、石灰石、高岭土等金属和非金属矿藏的相继开发 ， 奠定了晋

城资源型经济的格局。

"黑行动 ， 百行动对晋城经济起着关键作用的是治铸业。 "高都

布"和"阳问剑 "开启了晋城冶铸之门 ， 铸币与兵器生产代表着晋城冶

铸业的最高水平 ，制铁业曾 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大半个市场，使中国几

亿人离不开晋城的铁。 晋城铁货日进斗金 ， 红极一时 。 大阳钢针漂洋过

海走天下，成为我国制针业的龙头老大 ，甚至昂首闯入了欧洲和中亚 。

阳城犁镜与西沟犁伴，成为中国北方农业的骄子。

陶窑 ，一种土与火的艺术。 晋城先人火中求财的本领 ，不得不让人

叹服。 晋城硅华以其独特的工艺、瑰丽的色彩吸引了国人的眼球 ， 阳城

乔氏琉璃更是以其精湛的技术扬名天下，骄傲地走进了故宫。



晋城j登j尼砚也曾 出尽了风头 ， 宋时居中同澄泥砚之首。 令米市 、欧

阳 11姜、苏东坡拍案 叫绝的泽州 吕 砚， 清时成为乾隆皇帝梦寐 以求的

宝物。

皇帝龙袍上金光闪烁的皮金 ， 正是来自于晋城。 这门独特的技术 ，

曾使黄华街名闻遐迎。

一种简单的音乐玩具一一玻璃吃蹦 ， 开启了晋城一个产业。 玻璃

制造业的发展 ， 代表着晋城的手工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建立在非金属矿藏基础上的炼硫业 ， 晋城也曾写下光辉的一笔 。

从最初的炼丹术到大规模开采 ， 晋城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前列 ， 阳城硫

磺更有"三晋第一磺"之称 。

当然 ，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先人只会在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上做文

章 ， 他们在农业资源的利用上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 晋城的桑蚕业

在我国古代是何等耀眼 。 晋城蚕丝 、续帕 、双丝绸 ， 在中国纺织史上占

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 一时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织造中心。 晋城丝绸不

仅成为贡品 ，还源源不断通过丝绸之路走向海外。 晋城的桑皮纸、老粗

布以及线香也曾在昨夜的天空闪烁过。

总之 ，我们有着生动的昨天。

然而 ， 生动的昨天更促使我们反思。 如今这些历史名品大多不在，

有的被侵略者的枪炮摧毁 ， 有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击垮，有的随

着资源的枯竭而黯然消褪 ， 当然，也有的正跟着时代的脚步走向现在。

在现代工业崛起的今天 ， 支柱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腾飞的旗帜 ，

名品更是企业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对昨天的审视，也是对今天的负责 。

!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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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输中州不绝

器铁跟亚
日

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与实业家 ， 在中国考察了多年

后 ，于清同治九年(1 870 )六月致上海总商会主席米琪的信中写道 :

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之前，是有几亿的人从凤台县(晋

城)取得铁的供应的 。

当时 ，山西是我罔手工制铁业最发达的省份 ， 而山西手工制铁业

中最发达者当属泽川、1 0 ~ 山西制铁史》载 ，晋城县有方炉 470 余座 ， 炒炉

62 座 ， 条炉 248 座 ， 锅货炉 (铸炉 ) 150 座 ， 伴炉(制伴 ) 13 座 ， 碎货炉 ( 制

各种日用器具 )1500 座 。 以南村、东沟、周村、西沟等西南部镇 、村为例 ，

光绪大饥荒以后 ， 县令陈继三在回忆清中期地方的状况时说 昔也，

铁J台遍于西南 ， 岁入白金数十万万金之家遍于各里 ， 民称巨富者十

余户 "( 光绪《凤台县续志} ) 。 不仅晋城县 ，整个泽州地区的手工制铁业

都很发达。 高平在光绪二十八年( 1902)有铁矿炉 150-160 座 ， 民同四

年(1915 )虽然下降到 62 座 ，但产量仍然保持在 15000 吨 。 阳城手工制

铁业也是相当发达。 同治十三年 ( 1 874)修《阳城县志》载 近县二十余



里山皆出矿。 设炉锻造 ， 治人甚伙。 又有铸为器者 ， 外贩不绝。 "据《中

同实业志》记载 ， 民同十八年 ( 1929 ) ， 阳城有货炉 1 66 个， 年产 1499 万

斤 。 就连陵川|、沁水冶炼生产也比较兴盛。 《陵川县志》载 ， 抗日战争前 ，

"仅平城、礼义两个地区 ， 就有方炉 24 座 ， 货炉 8 座 ， 条炉 38 座……生

产生铁 280 余吨 " 0 OL'7K县志》载 ， 到抗日战争前尚有各种炉 107

座 ， 工人 683 名 " 。

其实 ，李希霍芬还没有真正了解晋城铁业。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晋

城就开始了铁业生产 ， 到明代时 ， 已成为中同铁业生产中心之一。 20 世

纪 50 年代向中共山西省委调查研究室编写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山西省经济资料》载所谓煤铁之乡的山西 ， 晋城是唯一的代表地

区 。 采煤炼铁的历史最长…

一个地方某种产业的兴盛总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 据《同语 · 晋语》

记载 ， 公元前 513 年 ， 晋罔发明用鼓风箱送风冶炼的冶铁技术 ， 并将这

Z氏泊城用 j甘土高砌筑的城墙

一技术推广到了上党地区 。 晋城市属上觉地区 ， 历史上一直沿用这种

技术炼铁。 晋城县茶同村生产的风箱 ，在历史七久享盛名 。 汉朝时 ，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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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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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采煤、 J台铁已颇具规模 ， 并且冶炼技术不断改进。 据《隋书 · 百官

志》记载，北齐时 ， 今阳城罔隆乡白涧村设有冶铁局，为北齐七大冶炼

局之一 。 隋代 ， 朝廷在晋城设立了铸铁局 ， 专营铸轶事宜。 唐代时，除晋

到了宋代 ， 晋城铁业

又有发展。 《读史方舆纪

心 。 晋城的铁器品类众

多 ， 尤以锅鼎著名 。 晋城

往印度、尼泊尔、不丹等

罔家 。 晋城成为全国最富

阳之外，蒲、楠、泽、云成

为山西四大城市 。 晋城成

内的知名产品 ， 曾一度销

锅鼎与井州剪刀成为国

为上党地区铁器交易中

庶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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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载 ， 泽川、|大广治是当

农村用柑涡砌筑的房子时的一个重要产铁区 。

《泽川、|府志》载 ，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 ， 泽川、1 ， "其输市中州者 ， 惟煤与

铁日不绝于途" 。 仅冶炼课税就达 30 万两 。 J台铁以石炭为燃料 ， 采用土

高炉炼铁 ， 能炼出"百炼钢"和"灌钢" 。 宋代冶炼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

是民间矿冶业逐渐兴盛。 从汉代设置"铁宫直到唐代，官府J台铁业一

直占主要地位。 但到宋代 ，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 民间冶铁业有了

很大发展。 政府对他们采取抽税的办法 ， 一般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 即所

谓"二八抽分 "( {宋会要辑稿~ ) 。 这对民间J台铁业发展是有利的 。 山西

南部、东南部都是生铁的重要产区 ， 也是宋朝铸造铁钱的重要基地 ， 音- Imù 



州、泽川、|都设有铁钱监。 元代时设立河东提举司掌管河东路的八处铁

J台 ， 其一为益罔 J台 ， 就在高平的王降村。 在宫营的同时，民间传统的手

工业也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

明代时期，晋城的冶铁业无论其规模 、产量 、技术 ， 都超过了以往

任何朝代 ， 成为当时中罔冶铁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明洪武七年

(1374) ， 在晋城设立益罔治 ， 成为全国 13 个官营铁冶所之一 。 不过 ， 当

时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国民经济还处于刚刚恢复阶段 ，加之官营管

理不善，铁的产量并不高。 益罔 J台当年所产仅 10 万斤 。 后来，明政府改

变了管理体制 ，罢除了官治所 ， 鼓励民间J台铁 ， 晋城的冶铁业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起来。 据《明英宗实录》卷 329 载 ， 天顺五年(146 1) , 

陕西总兵官保定侠梁瑶奏疏称臣闻山西阳城县铁冶甚多 ，每年课铁

不下五六十万斤 。 "按明代铁课为三十分取二，以此税率计算 ，则其年

产生铁为 750 万斤至 900 万斤 。 这个数字相当于明初全省铁产量的

七、八倍 。 况且泽州的晋城、高平都是山西产铁大县 ， 陵川 |、沁水也出产

生铁。 如果把各县铁产量加在一起 ，远不止这个数字。 黄启臣在《明代

山西冶铁业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仅此数字已经超过山西历史上任何

朝代的水平了 ， 而且名列世界前茅。 "

随着生铁产量的增加 ， 聪明的晋城人把目光盯在了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上，使各种铁器的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外销铁器的主要品种

有各种型号的铁锅、对口、八印、铁钉以及火口、炉条、鞋钉、镰刀 、侧

刀、犁镜、犁铮等生产、生活用品 ， 品种繁多 ， 名牌频现，形成了规模庞

大、品种齐全、质量上乘的晋城铁器。

入清以后 ， 晋城基本上不再出售生铁 ，而是以生产铁器为主。散布

在城乡各地的货炉、铁铺 ， 按照不同的技能和分工 ， 各自生产某种铁

器。 如铁丝、铁钉、平锅、蒸锅、铁箍及各种生产、生活用具 。 铁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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