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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举其大端至少有三点，一是从考古

‘发掘文物可知山西在 180 万年之前便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即西侯度人在·

活动，炎黄子孙从远古至今便一直劳动生息在这块黄土高原上，晋文化

源远流长，故有华夏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说，这在全国各兄弟省是不多

见的。二是山西从先秦及明清一直是各兄弟民族融合的熔炉，对形成中

华民族大家庭意义重大。三是山西地域在历代战争时期具有重要的军

事战略地位，为兵家所必争;今山西省城太原所在之古晋阳曾经是 9 个

王朝的国都、陪都，累计 300 余年，时间跨度近 1400 年。唐太宗曾说:

"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明清两代，晋商崛起，

开展了远及海内外的商贸经济活动，其票号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

耳，可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近代以来，海禁大开，山西作为一

个内陆省份相形落后，但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山西人文资源富集，且又是

能源重化工基地，仍然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迅猛发展，中西部的开发随之提上日程。中部

之山西系祖国脊梁部位，山西亟待开发，渴望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的

中国，也只有中部脊梁挺起来，与东西部共同进步才有可能。而发展山

西，首先就要了解省情，切合省情，这就迫切需要写出一部较全面系统地

反映山西历史文化的史书。鉴于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一批大部头的《山西

通史》、《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当代中国的山西》等著述，以应形势所

需，只是由于卷快浩繁，不便阅读，因此也需要有一本删繁就简、提纲辈

领的精要之作，以备阅检。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

作者，笔者在完成《话说山西》那本普及性的著述后，感到有责任再写一

本《山西史纲》。

写作《山西史纲} ，对笔者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个人学养薄弱，无

论理论水平和资料积累均很欠缺，所以下笔艰难，如牛负重，深感吃力。

虽然孜孜吃吃，日以继夜，但就现在成书的这部《山西史纲》而言，仍感

不够满意。肯定会有诸多疏漏谬误。人所共知，修史需有才、学、识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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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具备，但笔者绝不敢自承有这样的本领。幸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

大力支持，有恩师张领先生的亲授指导，有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山西

人民出版社崔元和、张彦彬等负责同志的督促和鼓励，经年余的勤奋努

旨虫 力，终于完成了初稿 。 倘有自慰之处，就是笔者始终不敢抱张领老师批
EE 评的那种"编造史实招摇撞，妄自吹嘘恬不知"的态度，只求尽力贯彻
自纲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实事求是原则 。 只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丑媳难2: 免见公婆。在这本书即将面世的时候，笔者惶愧之余，仍诚挚期待同行
ø • 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严格批评指正，以匡我不逮。

是为序 。

笔者 2∞4 年 4 月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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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这

里的历史文化很是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 3仅用余

年(从西周初算起) ，而远古原始文化史则尤其漫长。在

国内已发现的 200 余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山西占

有 3/4，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可

见，早在石器时代，山西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考古

资料还进一步表明，山西可能是人类起源最早的地区之

一，也是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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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侯度文化(约 180 万年前)

1959 年在晋南芮城县西侯度村发现西侯度文化遗址，后出土有大批古脊

椎动物化石，32 件石制品，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火烧过的骨 、角、牙等。

西侯度文化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年代为距今约 180 万年，

是中国境内己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

动物化石有鲤鱼、鳖、驼鸟、画画凶k制越疆民、平额象、纳玛象、霞狗、古板齿

犀、山西披毛犀、双叉四不像、晋南囚础画‘步氏真梳鹿 、粗面轴鹿、李氏野
猪、步氏持羊、古中国野牛粗仕丽斗哩， 叶马、三门马等，多数属暖温

带以北的动物，今已灭绝。

林草原环境。

石制品以石英岩为材料，有石

分析可知，当时的人掌握了三种直接

石器有大有小，大的石核重 8. 3 公斤，

工痕迹的鹿角，都有割切或砍研使用

器。 在文化层中出土的一些动物骨、

知此时的人学会了用火，这比北京

类用火的实证。

当时是四季分明的疏

削器和三棱尖状器。 从

、砸击法和碰陆法。

石核仅 33 克。 两件有人

知当时人类已学会了使用骨

多，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

西侯度出土的石器显然还较古拙，但从分析可知当时的人已能选择有一

定韧性和硬度的石英岩为材料，来加工石器，石器的工具性能已有大致分类和

分工。 这说明，在其之前，还应有更早的石器工具存在，需进一步探索。

2 . 匿 (kë) 河文化(约 60 万年前)

匿河文化遗址是 1957 年在芮城县风陵搜西北约 7 公里的匿河村一带发

现的，后又有多次调查和发掘。 这里有石器和化石地点 17 处 。 动物化石有对

丽蚌、披毛犀、野猪、马 、肿骨鹿、扁角鹿、斑鹿、水牛 、野牛、师氏剑齿象、纳玛

象、三趾马 、马鹿等。 考古学研究认为，匿河文化遗址的地质年代属中更新世

晚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

这里采集的旧石器有 138 件之多，主要是以石英岩砾石为材料，制作石片

时用了锤击法、碰陆法和投击法。 石核利用较少，石片比较宽大。 石器类型有



砍研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 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是匿河

文化的代表性工具。 1994 年又发现石制品 116 件，尺寸略小。 所有石器制作

及工具类型较北京猿人文化原始，而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较为一致，

但石器制作技术没有后者娴熟和精致，显示出匿河文化乃丁村文化之前身。

3. 丁村、许家窑文化(约 10 万年前)

1953 年在襄汾县丁村发现旧石器中期原始文化遗址，有 16 处 。 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在丁村附近发现了更早一些、属旧石器早期较晚的文

化遗址，发掘出土主要有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学者称"前丁村文化与丁村文

化共存，有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斧状器等典型器物，其传统可溯源于西侯

度文化和医河文化。

丁村文化最突出的化石材料，是早期智人化石，系年龄为 12 岁或 13 岁的

3 枚人牙化石，学者考证当时人类处于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中间环节，且

有现代黄种人的形态特点;另有 2 岁幼儿头骨后部化石，观察发现有印加骨存

在(现代美洲印加人有此骨相，在中国猿人和早期智人化石中出现率约占一

半) ，说明丁村人与中国猿人(北京人)、现代黄种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丁村文化的石制品以石片、石核最多，大抵取角页岩砾石，以摔砸法、碰陆

法和锤击法打制而成。 石片石器有砍昕器、厚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石

核石器有砍研器、似手斧、石球等。 比较旧石器早期文化，这些石制品加工方

法多样，类型不同且趋于稳定，技术改进明显，如石斧、石刀颇精致，而三棱大

尖状器、小尖状器尤为典型，具有代表性。 经考察 ，类似丁村文化的范围扩大

到了整个汾河流域，故有学者称为汾河文化。

丁村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极多，有鱼类、软体动物 、哺乳动物等，反映了有

复杂的动物群存在，其生态环境是多雨温润的草原森林地区，其气候如同今日

长江中游的气候条件。

许家窑文化发现于阳高县许家窑村，时间在 1974 年 。 许家窑人的化石有

20 件，多为头部骨块。 专家考证，其人处于早期智人阶段，较中国猿人(北京

人)进化，而较现代人简单，处于中国猿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 。

许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3 万余件石制品和大量骨角器，石料以脉石英为多，

其次为石英岩和健石。 工具类型繁多，制作精细，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昕器、

雕刻器、石钻 、石球等。 如刮削器又有直刃、凸刃 、 凹刃、两侧刃 、龟背状、复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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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短身圆头者，其他石器亦各有分类。 石球多达千件以上，推测有的石球可制

飞石索。 除石球外，石器工具几乎都是加工精细的细小石器，故学者认为属于

华北旧石器之小石器传统，下与峙峪文化衔接，上承中国猿人文化。

4. 峙峪、下川文化(约 2. 8 万年前 -2 万年前)

峙峪文化遗址于 1963 年发现于朔州市峙峪村附近，属晚更新世晚期，发

现了1. 5 万件石制品、 l 块人类枕骨化石、 1 件石墨装饰品、大量动物碎骨、

5∞0 余枚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 碳 14 测定为距今 2.8 万年左右，系旧

石器晚期文化。

石制品以脉石英、石英岩、硅质灰岩、健石和火成岩为原料，制作法除锤击

法、砸击法之外，还用间接制作，以剥制更为规则的轻薄的石叶，石制品均属小

型，属小石器传统文化。 类型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小砍昕器、斧形小石

刀和石睐。 用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有明显的摩擦痕迹，说明其时已出现钻

孔和磨制技术。 大量动物碎骨上有人工打制痕迹，有少量骨器。在数百件骨片

表面刻有道痕，专家认为峙峪人可能已懂得简单的数量概念及原始雕刻艺术。

动物化石多达十几种，系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者，食草动物占 99% ，马类

又占食草动物的 90% 以上，因此峙峪人又称猎马人。

下川文化发现于沁水县下川附近， 1978 年发表了考古报告，报告认为下川

文化属中国最重要的细石器文化之一，亦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其文化遗址有

20 余处散布于中条山主峰历山东侧的山间盆地，距今约 2 万年左右。

石制品包括细小石器和粗大石器两大类，打制者居多，但锥状石核、柱状

石核 、模状石核及相应的细石叶产品颇有代表性。 加工技术除用传统的石锤

直接修整法外，同时运用压制法。 工具组群中 ，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圆头刮

削器、三棱小尖状器、石嫉均很典型。 粗大石器仍占一定比例。 确石和研磨器

的出现，表明当时已掌握了磨制技术。 出土的 7 件铸状器，6 件为砂岩， 1 件为

姥石，均加工精细，可以用来刨平木料，是新石器时代石镜、铁镜、铜铸的雏形。

石嫉的出土则说明当时已应用了弓箭武器。

旧石器晚期文化还有 1964 年发现于蒲县薛关村的薛关遗址， 1980 年发现

于吉县的柿子滩遗址。 前者从出土工具看，其时人已掌握了修整兽皮、缝制兽

皮以御寒的技能;而后者发现了山西迄今留存的最早的岩画，一为裸女图，一

似狗猎格斗图或舞蹈图，说明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已较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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