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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大事记
，’‘、， 一、：．j．～⋯

(公元前221年一1985年)

秦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

’

，。 ’
●。

庚辰，秦灭赵后实行郡县制，本县地域始设大陵县，属太原郡。
●。 ‘

．，

一

‘ }’

西汉

析大陵县之南部，兹氏县(今汾阳县)之东北部及京陵(今平遥

县)置平陶县。
’

、

，f

一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 19)。．
、． ：，／。 ：‘．1 7}f

。

’壬戌≥7武帝设“大农丞寥．|领盐铁事尹i禁民冶铁，‘全国于49处设

铁官，大陵县为其之·。 ’．‘

’， -：·，‘ ；．≯ 一j

新汉

王莽初始元年(8)‘．?

：‘：废辰；戡大陵县为大宁县·。|r’



乙酉，复名大陵。

东汉
_ -． ；

。

，‘ 一 _+

建武元年(25)

建安十六年(211)

辛卯正月，太原商曜以大陵叛，夏侯渊、徐晃攻破大陵城。

> ．‘·。 ：：：， 撩

建安二十一年(216)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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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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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申七月，魏武帝分南匈奴为前后左中右五部，中部都尉所统

6 000余落，居大陵县。

西晋、

永兴元年(304)

-￡、 ，

甲子，刘元海(匈奴人刘渊)设坛祭祀于左国城(今方山县境内)

潜即汉王位，，太原东瀛公腾遣将军聂玄讨伐，战于大陵，玄败，东瀛

公惧，率并州两万余户下山东，刘元海遣建武将军刘曜攻克太原郡6

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448)

戊子，寿阳县民3 ooo,卢徒居大陵县城南1Q里，激大陵县为：受阳
‘2·．



县，亦称西寿阳，属太原郡。

隋

开皇元年(581) ，

辛丑，文帝杨坚废郡制，改太原郡为并州，受阳县随。

开皇十年(590)

庚戌，因本县境内有文谷水，故改受阳县为文水县。

’开皇十六年(596)
’

。 0 _P
‘

．
● ， 。

丙辰，以文水县之东北部和晋阳县之西部合置交城县。

。

詹

高宗永徼元年’(650)·
’

庚戌，邑人武则天被封为昭仪。翌年，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

为皇后，辅高宗理朝政。

天授元年’(690)
． ·J

‘● -．

，
． ． 一

庚寅，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是年，

龙元年(705)，复名文水县c：4‘

改文水县为武兴县。神



开元二年(714)

甲寅，县令戴谦，于县之东北方开凿甘泉．．荡沙，灵长、千亩4

渠，引文谷(峪)水灌溉农田数千顷；，交城县广兴、洪相，安定等村

农田亦沾其润，民赖以富。
∥j 。。 一_。o一㈡。：．．：’·∥．7

元丰七年(1084)-_

甲子，县城遭水患废。县令薛昌于元符年间(1098～1100)迁县城

于现址。新城城周4．53公里，墙高9．6米，底宽9．6米。
；．

： i“ ：j∥、 ，：：7 7．． ?： ，’

。t ．二j；‘
， ’j I { ．、 ，

崇宁三年(1104)
·<‘

甲申，于上贤村建凡安寺，内有砖塔一座，高40米，底周26米，

为7层断面8角形体。今寺无存孵．塔顶数层已废。
，．

。
，7

。

t，^ ：、。．+；_j靖康元年，《1126畿“．4-’1
”’： ．‘ ^ ·’

丙午八月初七日，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人战于文水，灏军败。‘

八月十五日，宋都统制张思正等夜袭金人于文水，获胜。

八月十六日，张思正等复与金人战，宋军溃，死数万人，张思正

奔汾州‘固日，1宋都统制：折可求亦师溃于子夏山；‘‘民众南奔，州县皆



金

天会十三年(1135)

乙卯，县令蒲机，令邑民在文谷水南岸凿常稔渠。由曹家崖下接水，

经二郎庙山麓，下灌北徐、南徐、前后舍、宋樊二庄等村农EH64顷。

皇统五年(1145)

乙丑，于南徐村建则天圣母庙。庙由正殿、东西配殿及乐楼组

成。现存系清康熙四十六年(1'708)重修庙。 ．

太和六年(1206)

丙寅，县令完颜永贞令邑民开渠引文峪河水至县城，转而出郭。

其水3分入城，7分南行灌民田。

元

太祖十三年(1218)

戊寅八月，元兵出紫金口，木华黎自西京‘(今大同)入河东，克

太原，忻，代、泽、潞，汾等州，文水为元兵所陷。

中统元年(1260)

庚申，交城县尹覃澄开凿石堠渠，从本县引文峪河水灌溉田亩。

泰定四年(1527)

丁卯，文交两县因文峪河水灌溉水程争讼，经判，立水程碑于开

·5·



栅华严寺。

至正十一年(1351)

辛酉四月，境内地震，房屋倾塌，死伤甚众。

明

洪武元年(1368)

戊申十二月，明将徐达克太原，并连克各州县，文水亦为所克。

洪武九年(1376)
t

丙辰，将洪武元年所设山西中书省改为山西布政司，下辖5府2

州，本县属太原府。

正统三年(1458)

戊午，明廷工部颁令，命本县允许交城县疏通隶属本县的石堠古

予巨 ．

术O

天顺=年(1458)

戌寅，知县范喧主建城楼和城墙四角楼。

弘治十年(1497)

丁巳，石永镇筑市楼，高17米，为明3层暗2层木制结构。历代

曾5次维修彩绘，‘迄今尚存，属县保护文物。

·6 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嘉靖四年(1525)

乙酉，知县李潮在县城北1公里处建演武场，场宽60米，长270

米，有围墙，场内建演武厅3间，将台一座。常来习武者300余众。

嘉靖十九年(1540)

庚子，鞑靼兵破宁武关，直抵文水县境骚扰。

是年，知县邹以大建孝义堡、马西寨、岳青堡(今岳村)、仁义

堡(今桥头村)。

嘉靖二十年(1541)

辛丑八月，鞑靼兵攻入县境，屠民众甚多，抢掠10日而去。

是年，知县邹以大复修城垣，增高1．3米，并建堞台16座。县署

印检校郑航于城内中心建市楼，挖筑城壕，深宽各3．3e。

同年，署印检校郑航修筑南关堡墙，墙周1．8公里，高10米，基

宽10米，顶宽3．3米。城堡中央建观音阁1座，城壕深宽各3．3米。

嘉靖二+一年(1542)

壬寅，为防御塞外兵骚扰，知县王一民修建原东堡、云周东堡、

贯家堡，上贤堡。署印检校郑航建原西堡。

嘉靖二十二年(1543)

癸卯，知县王一民建青泉堡(今乐村)，并增修县城东西两城
·7’



门，门外列垣为蔽。

嘉靖二十三年(1544)

甲辰五月，峪口村民在甘泉渠上流拦河筑堰，引水至南湾渠灌溉

田亩。开栅、广兴两镇村民以紊乱水渠呈控，直至府番巡抚部院。(此

案延至清道光8年(1 823)，经太原府正堂判结：水大之年，仍准引

灌，水小之年，则每月初一日在甘泉渠水程之内分寅、卯、辰、巳4

个时辰用水o)

是年，知县张源澄在县城重修养济院，凡民年老无依者，收养

之。 (光绪年间，改称留养院、孤老院。)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己酉，本县举入严三省出任陕西泾阳知县，因断案细微准实，县

人称服；敕旌“天下清官第一”为其悬匾家门，死后葬于县城西郊，

称“严知州墓地"。 ，

．

●

嘉靖三十一年(1553)

癸丑，知县樊从简主纂《文水县志》。执笔者有儒学教谕苏子英

等18人。该志包括地理、建制，食货，典礼、官政，选举、人物，杂

述等8篇。

嘉靖三十九年(1 560)

庚申，大旱，全县饿殍遍野；食人肉者累见不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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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元年(1567)

丁卯，胡兵破石州。兵至文水县境，馅上贤堡。县丞赵喜亲率士

兵，民丁固守县城，得全。

隆庆=年(1568)

戊辰，邑人武公冕可通数种番语。胡兵再次犯境时，公冕以胡语

通话，婉转交涉，村人免难，附近村庄得安。朝廷闻知，赐公冕七品

官衔。
’

万历五年(1577)

丁丑，为御胡兵侵扰，知县郭忠贤将城垣增高加厚，楼堞悉易砖

石。四门皆修重门，四门四角建檐式高楼8座，堞楼64座。城外壕深

10米，并有2．3米垣墙为蔽。此为本县历代最完备之城垣。

万历八年(1580)

。

． 庚辰，知县姜一鸣，布衣蔬食，为官清廉。清丈田土，执法不

枉。后入觐朝廷，敕旌“天下清廉第二人"；晋隍河南府通判。

万历十四年(1586)

丙戌，大旱，民食草根、白土，死者甚多。武良村人蔚三德，捐

粟300担，以赈饥民。



天启元年(1621)

辛酉，以县属大陵屯(今大陵庄)易交城县土安都所辖陷家沟，

大村、贺家塔等11村。

天启五年(1625)

乙丑，知县米世发率郑宗周、王在台等18人重修《文水县志》，

共10卷。

是年，知县米世发，于县北20里处开凿永赖渠。渠起峪口南崖下，

引文峪河水，经龙泉西山缘至县城，沿途灌溉农田数顷。

崇祯五年(1632)

辛未七月，农民军由紫金梁统率连克数州县后，与交山阎正虎等

汇合于磨盘山。十二月，阎正虎一路农民军占据文水县城。

清

顺治五年(1648)

戊子八月，农民军王显明等攻汾州罗城甚急。清援军行至文水，

传大同姜壤反，留贾恩率数百人驻守开栅镇，大军返太原。

是年十二月，农民军攻占南武镇。

顺治六年(1649)

乙丑四月，姜壤部将姜建勋，配合王显明、齐三夏等农民军万

·罩9· ．



余，先后攻占交城、文水两县城，杀本县知县曹子贤。

五月，‘清廷端重亲王博洛率官兵下清源，连克徐沟、交城，文

水、祁县诸城。
‘

康熙元年(1662)

壬寅，邑人张瑞，成三杰等集资购买民田，由清源县孔村筑埝开

渠引汾河水灌溉文水南安、北安等村民田，首建汾河第一冬灌埝(即

广惠渠埝)。

· 康熙二年(16133)

癸卯，交城县在文、交两县交界处武元城(西峪口北)设卡征税，

文水民众具控到省，经山西巡抚断令：不许交城在该处设卡。

康熙十=年(1673)

癸丑，知县傅星主持，由郑立功，郭铉等23人重修《文水县志》，

共10卷。 ，

乾隆十年(1745)

乙丑，天主教传入本县。文倚村王天礼、西城村王正廷、武午村

安治国等信奉天主教，携眷至西城、西营(交城属)两村之间安家。

开荒种地，以为生计，起名为新立村。

乾隆十三年(1748)

戊辰，开栅、北徐等村因甘泉、常稔二渠用水争控，经邑令沈荣

． ·罩罩·



昌断定水程：甘泉渠大建月份，分水17日(夜)，小建月份，分水1 6

日(夜)。期内，交城广兴镇可灌溉2日2夜t常稔渠每月分水13日

(夜)。所灌之地，每亩均纳大粮9升7合，并立碑于开栅满觉寺。

道光二十年(1840)

庚子二月一日晨，日食，白昼天色晦暗，星斗皆见，巳时复常。

道光=十四年(1844)

甲辰，下曲镇王道立中进士。

道光二十五年(1845)

乙巳，孝子渠左昌德(绰号左二把)率领其苏州昌隆镖局伙

计3人，为道光皇帝护送珍宝有功，钦赐黄马褂、杏黄镖旗各

道光=十九年(1849)

己酉，邑人王、卢两姓合伙在陷家沟村铅山洞、桃花洞和火炮洞

等处开采铅银矿，获利颇巨。后因官税剧增，停。

门。

咸丰四年(1854)

甲寅，知县高松年捐献薪俸予书院，请名儒讲学，诸多文士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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