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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史称平阳，属古冀 1"'1 0 这里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

之邦;这里是中国之根，中华民族之源 。 部落联盟方国兴起时，

古冀州位居中心，尧舜禹划九川、|而治天，下，古冀州因处九州之中

而称"中国 " 0 { 史记》 载:先禅让于舜，舜"而后之中国践天

子位" 。 故而"中国"称谓源出古冀州 。 始自尧舜，建都平阳。

平阳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地位拉特，实为华夏文明最为璀

垛耀眼的明珠。 难怪史学界有如此许说:二十年看深圳，一百年

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长安，五千年看乎阳 。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平阳先后为郡、州、府、且各治 ， 辖区

范围适各朝之需或大或小 。 作为府治，始于宋政和六年( 1116 

年) "领县十治

4临各汾、 i运主城两市 Z及主晋中市的灵石、吕梁市的石楼两县。 清末平

阳 、 蒲州两府分治 O 民国初属河东道，后废道直属山西省 O 新中

国成立后， 1954 年运城、临汾合并为昔南地区， 1970 年临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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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临汾方志丛书 . I出汾建置沿革

运城分治 门 2000 年撤地设市，改称 '1各汾市 ι '1各汾市东倚太岳 ，

西 '1各黄河轩J妾运域，北邻晋 中， 汾水自北向 南 穿过 、 全市面积

20275 平方公里 ，人口 413 万人， 辖管 17 个县 (市、 区) ，市府

设在尧都区 U

在临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物产丰 富 ，素有

"煤铁之乡" 、 "棉 麦之乡 "的美誉，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人文景观、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资源大 市 ') 全市现有古迹名胜

2594 处，其中 国家级 13 处，省级 5 1 处 、 10 万年前的"丁村人"

活动的遗址， 2400 多年前晋国遗址与侯马"盟书 ，. 600 多年前

洪洞大槐树明代移民遗址;壶口瀑布 、 姑身仙洞、向唐峪、悬泉

山、龙澎峪、 龙祠泉;尧庙、广胜寺 、 小 西天 、 东岳 庙、 大云

寺、大钟楼、在州署 、 苏三监狱、元代舞台… .. 它们正以其自身

的魅力和特色吸引 着来自国 内外的游客。

在临汾这块钟灵毓秀 、 藏龙卧虎的土地上， 曾孕育了不计其

数的帝王将相、治国英才、文坛巨匠、学者名流υ 中国 第一贤帝

尧，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 苟子 完

壁归赵"的外交家商相如，名噪史册的政治家赵盾 、狐但 、 霍

光 、 贾适 、 贯充、邓攸，声震一时的巾恼英杰卫皇后、平阳公

主，合亲子而救赵盾后裔的义士程婴，也吃风云的军事家卫青 、

霍去病，早于玄提二百 多年赴印度取经的旅行家、翻译家高僧法

显，宋代理学先行者、学者孙复元1由四大 家"之一的郑光

祖，著名音乐家师旷，因画大师朱好古，天才神童卢 秉纯……他

们的业绩，彪炳日月，辉耀山河。

临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汉族民俗风情的发祥地，中

西宗教文化传播聚会的圣土，尤其是中国书画 、 戏曲、民间传

说、 故事、歌谣、民间工艺、社火、鼓乐艺术的宝库u 闻名中外

的平水雕板及其"四美图名扬五洲的威风锣鼓 ， 以及剪纸 、

踩挠 、 面塑 、 舞龙灯 、 雄师登天 、 蒲刷 、 眉户 、 皮影 、道情…·

所有这些都是文苑之精华 、 艺海之珠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 产

' 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字

中的珍品 O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

历朝历代多有修志的传统，编基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 。 时届全

新世纪，欣逢 '1各汾撤地设市，平阳大地一派生机盘然 O 为了向世

人展示古老临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提高临汾对外的知名度，

激发临汾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美好家乡的坚定信念，临汾市

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以临汾史话、帝尧、历代人物、山水名

胜、民间艺术、民俗、方言等内容的 《 临汾方志丛书 } ，这无疑

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大好事!

我的故乡是 ' 1各汾，我的根在临汾，桑梓情;来，自然对家乡怀

着一种特殊的赤子之情。 在 《 临汾方志丛书 》 付梓问世之际，

恪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嘱我写序。 愿 《 临汾方志丛书 》 在

新世纪发挥"资治 、 教化、存史"的功能，为把临汾建成一个

经济强市 、 文化名市发挥积极的作用 。

2005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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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写临汾历史变迁的，它由两部分组成，上编是 '1各汾

市辖区内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下编是临汾域的变迁 。 它们都属

于 '1各汾地方史 。

建直沿革是每一部地方志的必有篇目 υ 方志的主要内容是

"记地"和"记人

地方志记述本地的建直沿革.言必从尧谈起，称"帝尧在是内之

地或称.. { 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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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书谈 '1各汾的建直沿革，是从秦朝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行政

区划制度开始的 。 至于临汾域的历史变迁，则从春秋时期晋国设

立平阳县开始，因为再往前还无史迹可寻。

最近几年环境支"的研究悄然兴起。 以往在地方史中，

人们把自然环境只是作为静态背景加以描述3 现在看来，一个地

方的历史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分不开的 。 固然，人是

历史的创造者，但提供历史舞台的却是大自然，是自然地理环

境。 各地地理环境不同，其历史就有差异，而地理环境哪怕是微

小的变化，也会在地方史中反映出来，许多历史事件的背后，或

多或少都有地理环境变化这只大手的影子 。 因此要写好一个地方

的历史，就不能不考虑当地地理环境的变化情况，换句话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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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走进历史" 。 本书就是让"自然走进历

史"的一次初步尝试，尽管它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学的内容。

1)各汾位于山西中南部 O 山西高原高居在华北平原西侧，它的

东西两边是连互千里的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中部自北而南是一

系列地质时期形成的断陷盆地。 这些断陷盆地之间虽为横向隆起

所隔阻，却是古代游牧民族从北方大漠南进中原的重要通道。 1)各

汾所处的河东地区(秦汉时期的河东郡，今晋南)处于西北黄

土高原的东南部，与中原近在咫尺，盆地西似，]吕梁山前一系列东

西向沟皇又是西北黄土高原古代游牧民族东入中原的重要通道。

从华北平原看山西，有"危子高哉"之惑，对河南(今洛阳一

带)、河内(今河南北部)及关中地区来说，山西处于居高恪下

之势。 据有河东，左可以控制河南，右可以牵制关中，因此这里

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斗争的重要战场 。

临汾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明显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折射出

经济活动和军事防衔'的需妥，这在隋代之后尤为明显。 在大多数

情况下，作为郡 、 州、府 、 路直辖的是盆地中及盆地东侧的若干

个县;在西部吕梁山区，昕水河流域是恨、州，而州川河及鄂河流

域属吉少1 -1 ，但因为州川河与鄂河是大致相当的两个流域，故乡宁

县时而属吉州、时而属乎阳府，吉州也就时而为直隶州，时而为

散州;盆地北端的霍州，扼临汾盆地乃至整个晋南的北大门，因

此一般直州，而灵石县是属在州还是属太原盆地的汾州，则随军

事斗争的形势而定;侯马盆地的曲沃、翼城二县，则属绎州管

辖。

台湾学者刘昭明分析过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与政治动乱之

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动乱大多数与长期性千寒气候

和连带出现的严重饥荒有关，因为这种长期的气候异常及引发的

自然灾害必定引起游牧民族的南侵，从而引发中房、王朝的政治动

乱。 临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中国古忏飞历史上的二次民族

大融合时期，即春秋战国 、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辽宋金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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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中，都居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3 在研究临汾地方史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影响，三国两晋南

北朝就是典型一例 O

东汉末年，由于南匈奴的内附和南迁，平阳成为匈奴南羊于

的"王延"所在地。 南匈奴南迁，本来是逐步接受汉民族观念、

融入汉民族的过程，因此他们在"龙祠大会"上祭祀汉高祖刘

邦以及刘邦自认的老祖宗帝尧，在现代人看来自在情理之中 O 但

在当时的汉人眼里，这些"戎狄蛮夷"竟敢奉汉民族的圣王为

祖，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平阳汉人建起先庙，也祭祀帝尧，

"尧都平阳"的说法也首次出现。 再后来，由于曹操将平阳作为

南匈奴监国者的驻地，平阳郡由此设直 。 到了西晋后期，随着平

阳一带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势力的增强，尧庙被迫迁移到汾河东

岸 。 西晋末年，南匈奴羊于的后代刘游|起兵反晋后，也正是看中

了"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的政治号召力以及匈奴人在

平阳一带\00 多年长期经营的基础，才定都平阳 。 从此，刘渊汉

国军队南下洛阳，西取长安，终于灭掉西晋，拉开了中国长达

300 多年南北分裂局面的序幕。 甚至到了北魏时期，平阳一带的

政局仍被以南匈奴后裔为主的"山胡步落稽" )所左右，

以致汾河东岸的白马城取代西岸的平阳域，成为平阳郡以至唐

州、晋州，至此，在白马城基础上建成的新平阳城就成了临汾盆

地及其周围山区的政治、经济、军事 、 文化中心，甚至山西南部

的重镇。 而散处吕梁山区乃至陕北高原的"山胡"一直到唐代

仍然活跃，直至北宋还有活动的踪迹，这说明南匈奴民族融入汉

民族的历程竞长达 800 年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少数民族

在平阳一带活动留下的踪迹，在地名中被保存了下来流传至今，

例如尧都区的"龙祠"、"嘉泉照县的"午域洪洞的"马

牧"、"苑川 1 "和"仇池" 。 正是这一次长期的气候异常及引发的

自然灾害，把平阳推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台，也使平阳一带的

行政区划及平阳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而奠定了

• .Y . 



l恼汾方志丛书· 临汾建置沿革

1)各汾一带现代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 。

东汉末年出现的"尧都平阳"的说法，今天已为考古发掘

所证实 。 但尧者~陶寺古城在汾i可以东，而历史上的平阳城只能在

汾河以西，两者之间隔着一条汾河，如何解择"尧都平阳"这

一说法，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但许多参观过陶寺遗址的

人都有一个疑惑:在临汾盆地里，比陶寺更好的地方有的是，为

什么尧偏偏要选这里建都呢? 殊不知，这正是"以今人之心度

古人之腹" 。 尧的时代，人们选择居址时首先讲究安全和方便，

安全指的是防御外敌，方便主要指的是既使于取水又可预防水

患。 尧的时代，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并且水患频繁，那时山

区森林茂密，原野草木葱范，河流波涛汹涌，洼地沼泽广布 。 陶

寺的"尧都"背靠崇山 、 前临二支水，不必担心外敌入侵，且

又处于山前倾斜平原的中部，地势高亢，既无水患之虞，用水又

很方便。 况且崇山山势突 JL，说不定尧正是要利用它"观象校

时或者这座山对他们有某种宗教意义。 至于今天陶寺遗址内

沟昼纵横，那是后来 4000 多年间水土流失的结果。 下靳的陶寺

文化遗址，据专家推测，是陶唐氏"方国"里比"都"低一级

的"邑

尧确曾建都平阳城，不过至今没有发掘出来而已"这种说法是

站不住脚的 。 且不说根据对陶寺遗址的发掘结果，尧并无迁过

都，更重要的是，平阳城一带地势低下，易受洪水侵袭，而且平

水两岸当时必然沼泽广布，因此这里在尧舜时期并不具备建都的

地理环境和条件。 在笔者看来，只有周征松在 《 临汾由来考》

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可能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说所谓‘尧都

平阳'不是说帝尧时就有乎阳的名称。 ‘尧都平阳'最早是汉代

人说的 。 ……汉代有平阳，汉代人都说尧都平阳，其意思说，帝

先建都于汉代叫平阳的地方 。"笔者的"先都平阳"起源说，就

是受周先生的启发而来。

我们用"地下水位"这个环境因素排除了尧建都平阳城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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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同样用"水化学"这个环境因素也可以推测晋国由"络"

迁都"新田 " 的原因 O 历来学界认为晋国此次迁都的原因，是

景公要摆脱侈卿盘根错节的势力，重立国君权威。 其实，晋国此

次迁都可能也与"络"这个城市的地下水环境恶化有关 。 在古

代，城市居民￡活卢生的大量有机废物随地表水渗透地下，被分

解为有害的无机盐 ， 几百年来日积月累，地下水受污染逐渐变

苦，不堪食用 。 昔景公在延议迁都时，为什么力排众议单单听从

了韩厥的意见决定迁都新回? 我们从韩厥的 " 新回土厚水深，

居之不疾" 的论述中，不是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吗?

历史上杨县(洪洞县)县治的迁移也可用自然环境中"地

下水位"的 变化来诠释。 《周礼·夏官·职方氏》 论及河北 、 山

西古代地理形势时说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 山，其泽获曰

杨纤，其川 i章 ，其;是汾 、 浴。"这个"杨纤"在哪里? 应该就在

今天的洪洞城一带。 因为一，这一带正是 《 禹贡》 所说的大禹

治过水的"既修太原，至于岳阳"的"岳阳二 ， 附近又有殷

周古国"杨国杨重于"在"杨国"附近比较合理;三 、 也与

临汾盆地现代地壳运动的特征相吻合，因为临汾盆地是断陷盆

地，形成以来持续沉降，而赵城以南至临汾一带，为 l 万年以来

盆地地壳沉降幅度最大的地带，洪洞一带正是沉降中心 O 这样看

来，上古时代洪洞城一带有个浅湖，汾河穿湖而过，杨国正在其

东 C 西周初杨重于" 已经演化成沼泽。 周文王府、子伯侨被封于

此，为杨侯(另有周 宣王之子尚父封杨之说) 。 昔献公灭杨后，

杨又成为叔向的禾邑，杨邑在今天地势高亢的曲 亭镇范村一带 。

随着沼泽的继续退缩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 (497 年)杨县从禽昌

县分直后，县治迁到涧河北岸地势稍低的苏堡 乡古县村，再后

来，北齐于今洪洞县城北设立"洪洞镇"城，以前经由高梁城 、

杨县城至永安域的南北大道，也西移穿过原先的沼泽地，沿汾河

经由白马城 、 洪 ;同城至永安域。 隋义宁元年 (617 年)李渊掌握

隋朝大权后 ，乃以北齐所直"洪洞镇"为名，改杨县为洪 ;同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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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迁治于今洪;同县城。

洪;同县城的迁移源于沼泽的消亡，而唐代襄陵县治迁址的原

因却是河流的萎缩 υ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印擎的食邑、汉唐时期的

襄陵县治本在今襄汾县古城庄，这里南面紧靠一条小河，民国

《襄陵县新志》 称其为"沿沟" 。 沿沟水友添于崇山北麓，流经

邓庄，向西在赵曲村之南汇入汾河c i亥水流程仅 20 公里，流域

面积很，卜，水量不大，襄陵县治就在下游北岸的高台地上 、 北拉

成书的 〈水经注平 记有汉晋时期的哀陵县城，却没有捉到这条

小河，足见该河之小又唐以前，这条小河的水量还能满足襄i哇

县城的需要 ， .f IJ 唐代，随着崇山植被的破坏，该河已变成季节性

河流，于是县治不得不迁往汾河西岸 门 今天，这条小河中游以上

河床己淤成平地，襄陵故城遗址南侧的河床已成千沟 υ

地震毁灭一座城市，这在 1 1各汾历史上也有先例 、J 晋 川、l 及平阳

县治是北魏年问战乱时期迁往白马JA f!1 1今 11各汾市区的 。 唐朝建立

后，作为军事要塞的白马域，其重要性日渐下降，而汾;可以西的

平阳故城一带因为有平水灌溉，农业发达，其地位日益重要.于

是唐员观十二年(638 年)朝廷将昔州和临汾县的治所迁往平阳

故域。 但终唐之世，州县治所何时迁回白马域，却史无明载υ 笔

者根据对晋升|负观二十三年 (649 年)地震、白马城北涝浦河水

利工程修复及显庆三年( 658 年)尧庙从伊村移就今址等三方面

史料的综合研究，推断平阳故城毁于一次震亡 5000 人的强烈地

震，因平阳故城破坏严重不易恢复，震后二年州县治所才又迁回

白马域，使千年以来困惑学界的 11各汾历史上这一大悬案得以破

解。

古代，临汾盆地中央沿汾河及其支流，分布着大片湿地。 前

面提到的洪洞湿地，其实向南一直延伸到 11各汾城北和城西 。 明代

以前，临汾城汾河西岸有一个人工湖"平湖

成到明代初年i消肖亡，存在了 700 年多年 。 恪汾域的西北角是另一

个人工湖一一←百金泊，湖虽消亡，但遗迹仍依稀可寻。 而今. 11各

• Ô. 



序

汾市区附近的湿地只剩下汾河东岸二级阶地陡崖下一小片了，并

且还在受到人为蚕食，这令人十分痛心 。 本书第一次对临汾盆地

湿地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

临汾的建直沿革及11各汾域的历史，还有不少未解之谜有待探

索，本书中的记述也未必全都反映了历史真实 O 但愿它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多少推进一下临汾地方史的研究。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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