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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政协主席 鸟廉梅

《长浩市郊区文史资科》第七辑，在区委和政府的关怀

于F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F 经过区政梅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和撰穰人员的共同努力p 同全崖人民见面了。

为出版这辑文史资料F 区政掉文史委员会西南社会广征

需采F 在搜集、挖摇、积累的基础上，本着存真求实的原

则F 经反复第选、认真研究p 整理出这部九万余字的文史资

料.

这一辑文史资料设六个栏目F 共辑入各类文史资料十

篇。本书辑入的《郊区地名考儿《古二贤庄重建纪实人

《老弱出国家森林公国景点分绍及其评述》在《上党房

珠一一漳择水库人展示了郊远的地名文化和文物景混 z 涌进

才同志的《隋末唐初瓦岗农民起义领袖单雄信初考问以丰富

前史料抢运了)代历史英雄人物，为我瓦文虫研究开了个好

头J <<岁月抹不去的记?乙 >>7 笔录了著名作家丁玲在郊区蜡

头材生活达 3 年之久的那在"特殊"经历; <<韩丁与张庄》

记叙了美岳友人韩丁先生在张庄村工作的片断; <<中苏友好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人 《南垂公社"反四清"事件的前前

后后》和《火烧老妇jFi 川揭示了在我嚣社会变革中F 发生

在我区的几个事件。店有这些F 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区的

政?吉、经济、友好往来在社会变革，展现了这一时代的历史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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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p 为人员更好撞了解过去F 建设未来起到更好的作用.

文臭资料研究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征集、整

理、出:版文史资料p 可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

路、读史之完的作用p 还可言史之萌志，起到教育子弹、惠

及后人之目的。我们希望全体政捧委员和社会各界热心文支

资料的志士仁人F 积极撰写稿件F 为踹装出兢文史资料予以

支持和合作p 为我区文史资料研究出版工作做出更大的贡

献。

该书在集征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在桂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F 一些老同志、老干部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F 在

出握过程中F 区政府财政局在每费上给予保证。对此F 我们

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跟p 疏漏之处在历准免，恳请各界人士

拉评指正。

一九九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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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地名考

壶口乡

噩E树=位于长治市东郊p 囡苟的两德山雄对峙F 王军如

4壶口纱 F 月夜望之似聋的商峰之间F 又因它是壶关县至黯

娟的必经之口F 因此而得名"壶口"。吉为兵家必争之地也

是古战场。

壶口在历史上是璐姆的要镇之一。据传p 该镇始于秦末

叹韧F 到南宋时已发展到今吕的长治市东关、水车商一带。

壶口镇的正中有上党八大景观之一的 α大禹王店万。镇东称

东堂F 有著名的"红梅寺"F 传说唐朝大将秦琼曾经在寺内

养过病，有世人崇拜的"蜡佛爷菇万 F 镇的离边还有吕祖大

铀的 α祖师庙"。 λ们称壶口是、"倍家汇聚p 神灵云集"的

锦地。南宋以前p 壶口镇商贾云集F 店铺林立p 集市贸易十

分繁荣。南宋时北自主将金兀术率兵夺满判i，驻兵壶口 F 久

我不克F 便放火毙了壶臼镇F 使历史有名的壶口镇变成了现

在的小小村落。下面是壶口持内几个有名建筑z

大高窟E 壶口大离癌约建于汉朝F 到明朝成化年间拓展

成为一座占地3.500平方米的大庙宇。整个庙宇由前中后三个

撞落组成。三黯落依次建有正殿、偏殿、香厅、戏台等。站

在出门外p 纵现整个庙宇F 只见殿堂雄起、富äit堂皇E 香厅j

揭朗F 气势轩昂。店的出门再锯F 一对琉璃雄挪精持抖擞守



卫着店门，内琉璃照壁二龙戏珠黄绿躁衬p 光彩夺昌。癌的

中院正中是一崖戏台F 东部是一只重达万斤的铸铁大钟y 高

丈余F 租七尺，南部相对而立的是一面与之同样大小的朱红

大鼓F 钟鼓齐鸣，声传五十里开外。后提正殿前是一座占地

约二百平方米的香厅F 厅舍秀丽娟留F 三十多根本柱擎托着

重檐园角。悬在檐角上金钟假的铜铃在锻风的吹拂中叮B当作

响。香厅局固有八十七个小石狮子席地哥哥p 虎视耽耽f 更

增添了整个大禹菌的神圣气氛。香厅内整日里鑫娼青膏，炉

香袅袅。香厅前一棵苍松拔地商起y 长至丈余p 遛逗曲经再

下，捶入一尊九尺宽，七尺高的铁铸香妒内F 然后蜓蜓又

起，直冲云头F 其状甚是奇妙F 远看如同从炉中长出p 这便

是有名的"炉中栓'" ，实为天下第一奇现。庙宇后院正殿内

供奉着禹王9 百姓称他为众他之苦。禹王掉像是木头雕的9

并安有活动就关，像身可立可卧。平时安暑藏堂享受香火。

传说z 每逢天早不回p 周围十八持百姓屠十六输太辑抬着禹

玉，.属静回乡。所载之处1 持阵要雨。番事在年阔F 长治县一

位翼知县F 为此发了一榜公文F 立自z 禹王降雨p 普度众

生， Jj吁到之处，. C(不可拦噩p 王受香火F 侍者同事。 m 丛

此，向爵王求雨者日趋浩跃。穷苦百姓也常常借求雨之挠F

对乡里的土豪劣神道行惩治。

东长井有位姓王的财主F 家财万贯F 骤马成群F 霸良

田?掠民女p 仗势欺人。百娃们又主姐慑之入膏。在一年祈

商鼻 λ的拍着禹王像非要从他的一个最大店铺通行不可F 声

称禹王不走边路不降甘露。玉财主罪于县籍的遥告和余百姓

的声威。无可奈何p 只好执墙拆铺F 让祷离人们通过。王黠

主为此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活语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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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被供壶口镜后p 方国百里F 风语雨蠕p 百业俱兴。

百姓者1对禹王结如崇敬。大离唐香火一天比一天旺盛，禹王

Jt，里也十分快慰p 阕瑕时常与攘惶对弈。二人的棋艺不辑上

下f 按此胜负难分，禹王常常为此而郁喔寡攻。

一天F 禹王决心与城撞争个高惩F 二人商定眩夫人为赌

注，败者就把夫人输给对方。二位掉铀摆起龙门阵，从春节

到j夏F 从秩下到冬y 直杀了三春三冬。前两盘各有胜负p 到

第三盘时p 壤睦爷再胜禹王。禹王虽婷爱自己的妻子， m固

有约在先p 无法悔r:t，只好跟挣睁边看着城撞爷把自己盹妻

子领走。从此接踵爷的身旁就立起了禹王夫人的塑像。

禹王亨棋输了夫人?自感羞辱F 再也不下棋了。从此禹

王总是闰间不乐。百姓们知道此事后p 就再三祈祷城惶爷开

嚣，把禹王夫人自连禹王。不知是城里皇老爷被感动了F 还是

禹王夫人自作主张p 多年之后p 禹王夫人又被百姓的请留了

翼王商9 重新与禹王团聚。

酶佛爷z 壶R材的两堂有个不大不小的痛宇F 店内有一

尊铺褥盖截F 棉菌再卧的佛穗，人们称之为辅锦爷F 叉蜕包

·骨稼，说起这躺佛爷来p 还有二·段动人的传说亮。

梧传，躺佛爷本娃秦，名叫二小p 老家是平黯县盘棋

?材6 二小自幼丧母，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家中的一切全由后

娘掌管。二小的后娘心狠手毒F 对二小非打即骂声使王军坏

，岛p 终于在一个大年之夜?将二小起出了家门。从此二元具有

家不能归F 捷浪四方。. -天二小流落到了壶口镇y 见壶臼挨

勤劳i，靠大道p 材大户多y 容易提饭吃，就在持茵的一个庙

里住下来。壶口的乡亲们见二小年幼无靠y 孤苦伶f了p 都十

分可怜他。二小靠着大家你一瓢F 他一碗的接济才得以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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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几年过去了F 二小长成一个大后生。也没有忘记查自乡

亲们的养育之嚣，总是帮大伙做些营生F 以此报答。壶口那

家要静地p 理事家要盖房F 他就主动去帮仕p 谁家缸里没水

了p 烧饭缺柴了F 他就悄悄地给送去。就这捍p 一天又一

天，一年又一年F 秦二小吃着百家族，穿着百家衣p 干着百

家活F ←直到八十三岁才寿终。秦二小死后p 壶口的乡亲们

为纪念他勤劳善良的一生F 就将他的真身塑成了一尊像，供

奉在他生前的庙里。因为先前他太劳累了P 壶口的乡亲们希

望他死后也能得到休息， 新践他的塑像是躺着的。人们就叫

绝 G黯佛爷梦 F 那遥店也被称为"躺锦爷庙纱。

大雪和小罗s 壶口乡有商个院沟相望的材庄F ←个叫大

罗F 一个叫小罗。这商个衬有一个忌讳p 就是谁家也不愿在F

持子中间居住F 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还有一段来自。

‘明朝年前，北董村有一位姓马的总兵F 英勇善战p 屡建

奇功F 在二次抵御外敌人侵的大战中战死p 被敌人割走了首

级。萌王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使用黄金给他做了一个金头一

段，并将他安葬在壶口东击→个叫"百草坡"的地方P 意

llP: 马有言草可食F 马家永世兴旺。马总兵的家人为防总兵

辜被盗p 就专门雇了一个姓秦的人在百草坡看守坟墓。这个F

姓秦前人便在坟地西边居住下来。天长日久F 姓秦的人家便

繁街成了一个小村庄。因为在询的茵茵F 村名便叫:每百村。

后来百草援部东边又来了一户姓罗的人家p 他晃这里百草皮也

盛F 就在这里养了许多3墨子。经过许多年y 罗家也逐渐发展

成了一个村庄， /2;l为在泊的东 öiî，村名蟹2吁海东衬。两个村宁

愿白相望F 和睦梧处， 1fJJ也过得安然。
到了清末年间p 壶关县有个大财主王大豆。他既说壶口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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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坡埋着明朝一个总兵9 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使嘱前

袍的家里人， ~也死后也把他埋在那里。王大且死君y 家里遵

果他的吩咐捏他埋在了E草按p 并深人在百草坡看护。王大

E的看坟人好吃懒做F 嫌百草按太寂寞y 使自王大旦的四姨

太提出养个戏班子。王大旦的国姨太本来就是个必戏迷"F

养戏班正合她意，娼仗着王家有钱，银快在百草按养了一个戏

班，因姨太也迁到此地居住。这伙戏子很受国姨太的宠爱。

春天天气疆和F 捷到外商转转唱唱:昆口饭吃p 夏天、冬天气

候不宜F 便在家中敲敲打打。王家非常热闹声四姨太也非常

高兴。戏子们要什么F 囚姨太就给什么。天长日久F 王家渐

渐入不拧出 o 可西姨太爱虚荣F 宁可卖窍卖地也要装撑口

商F 戏子们也趋祝挥霍茹取。没过几年王家便家道败落y 再

也无法养活戏子了F 戏子们也只好散了伙F 各奔他乡。戏班

散后F 敲大锣的落脚在指东捋f 敲小锣的落脚到了沟茜材。

这两个衬的人认为王大旦家之所以变穷是由戏班子的大锣小

锣敲打的缘故。为了使后世永远记取这个教音11，便把揭东持

改名为大锣拧F 沟西持改名为小锣材。并流传着这样的踊口

擂z 44王大旦F 养戏班p 大锣小锣敲得欢p 百瑛良田被敲

尽F 万贯家产被敲完。万也就是从那以后F 这两个衬的材民

都不愿在持中居住F 说衬I=þ是锣心p 锣的中心是受打最厉害

的地方。

小雪z 明朝时叫百草按F 传说后因一总兵死后埋在此

趟，群众认为不吉利p 根据本持在大罗庄园F 改称西罗家

庄p 又称小罗家庄p 今称小罗。

百长井z 本材地处出区F 长黯缺水F 国持中有活水井F

长期有水，村东有东长井村。故得名西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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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ii: 原材名以姓氏得老太罗家庄，后囡地震村中离北

走向形成一询p 将一持分为沟东p 海西南持， 1M地彭得名海

西。

在桥z 囡衬建在石子词西F 坷上有三座石桥〈古称天

桥) ，以地理实体得名石桥衬。

大夫桥z 本衬东西靠出p 衬西有一条大沟。解敢言言持中

有路通往壶关县p 象一座自然桥梁F 囡持南有中天桥和甫天

桥二衬p 本持在北得名北天桥。后国持大人多F 玫为大天桥

至今。

中去摒z 本衬东雷靠山p 持西有-条大沟F 解放前有路

运往壶关县F 象二座自然接梁，因衬北有大天替(北天桥〉

村商有南天挤衬F 本持在中故得名中天葬材。

南天桥z 本衬东西靠山9 持西有条大均F 解放前有路)M.

往壶关县，象-座自然桥梁。因村北有大天桥〈北天桥) , 

中天替F 本衬居南故得名离天替.

冀素攻z 此地原是大户的坟地F 有几户娃冀的在此看

坟、种地F 后逐渐住户增多，故得材名冀家庄。

宅占=辑放前， m持子小p 人口少y 生活贫匾p 是个没

人去的地方F 只有野猫才到此地息脚F 故得名撞站。解麓'

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将原猫站衬改为毛占村。

沟东=原材名~姓氏得名大罗家$，后目地震持中南北

走向形成一掏9 将一村分为沟东、南西F 以地形得名沟东.

关村乡

关村z 据地方志记F 关持京名"大梁村"后又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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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9 近代称关材。

该材北隔两侧立石对联p 上写。嘉靖立殿堡纱 F 下写

矿上党第一在俨 F 横写"关材镜"p 古为路州北关口 F 今称

关衬p 称上党第一关。王952年成立中苏友好集体农庄， 1958 

年公社化时F 改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 1964年以驻地改称南

垂公社F 后移往关材。菌驻地与现行名称不，更名为关材

公社F 现为关衬乡政府蔚在地。

南垂 z 以碑文记载F 战国时为阴城镇F 后为蔚蓝镇p 茵

原是攘攘县南边界的镇F 故为南垂〈睡F 边界的意思〉。

庄里z 庄里原是:黯外i渴里都南庄持。另说庄里是关衬镇

南边的一个小庄F 茹lUJ.关持庄p 后因何故改为庄里无考。

漳狂喜该衬原属长治县高岗公社一个强立持〈亦称米家

庄、漳沂持)， 1959年馨漳泽水库时F →持分为西材。本技

迁到现址仍浩用原材名漳轩， (理原材在漳、再边丽得名漳

折〉。

起洼1 1917年前后F 只有马、部、辈革三户。故名马器材。

后困地势低洼荒地p 衬东一个姓赵的在水洼头盖了房子F 便

称赵洼衬p 现离为赵四。

王树=后唐时称东庄F 宋罄时国王姓势强F 应娃民改为

玉树。

朝阳: 1969年秋建设的薪农村p 取名朝阪材。

埠头乡

.....蟠头 z 村东有峰高险要的老罩、新琪、玉皇顶等出峰贯

重叠连绵象一天然霹捧揭出F 国持建在天然霹障掏出脚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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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撞撞形险要象屏障的山) ，故而得名蜡头材。

榜上村z 位于老骤山的西撞上F 自村有座永长桥而得

名。桥上拧永长桥的来历有个缘故。

在明辑时候p 这持只有凡户人家F 原名王家精p 是平p胃

甚道路州府的交通要塞F 苟花有条南北琉岗的大河洁。一遇

雨季9 出洪爆发p 便交道中断F 来往行人踞在两岸F 只好望

窝兴民p 都盼望能掺座大替。

那时平贩县的广武持有个财主F 家豪大富F 毡奉天有商

行p 直隶有当错F 却是个出名的吝啬鬼。家里有个长工F 名

叫乔永长p 一年四季赶着马车来往于平腰、;黯安之间y 替这

家时主运货。来长最头亮的就是过这条大河沟。一旦雨天就

耽搁几天过不去p 医去受老财主的窝囊气。这对主年过四十

才得了-子F 商口子提为掌上明珠。不料这小子不争气F 愈

娇愈步，靠着。那年春天p 这宝贝儿子忽然得了大病p 平照县的

名医请遍了F 谁也治不好。只好决定到黯安蔚来治疗。这两

口子拖着儿子坐在马车上，路提心掉胆地往前走p 这永长

也一路上摆心事， α怎样才能解决乡亲们的过河难呢?纱正

琢磨着，不觉E来到大部向前。这时承长灵机一动，"腐畴im

一声跌倒在地F 并不住口地蜡头疼F 马克势也突然停步不

前了F 财主无法p 就计却括下永长自赶车走F 他下车来亲自

打马F 马就用蹄子羁他，他flJ前来牵写p 马就前黯腾空往起

站。只见那马离踉惊酷地望着主喘粗气。从早饭后一直茹腾

到半前响p 任体怎么盹喊F 它就是不肯拾贵步。两口子急得

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回转。后来发现那马好象看着对西半崖上

的黑、河发愣。这时永长勉强从地上起来， rm自溺跪着说章

"神灵在上F 保民平安F 少爷病好后p 修替铺路盖店堂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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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又对贯主说= 必老爷9 你看这……少爷的病要紧呀i

财主这才提然大悟p 夫妻二人抱着孩子就车旁跪倒在地F 叩

头作提边说: "神灵在上，小民接罪F 只要能让我家去得满

安厨F 给孩子看好病后p 我就在此告一道永固的长桥F 报答

你老人家洪恩p 小民决不失言:纱

说也真灵F 这夫妻二人拜罢神灵F 还没站稳脚跟F 永长

立即不头疼了F 马见永长站起来也就不失惊了F 躏}腰当当过

了大部泊。其实F 是永长多年来和这马相伴F 马丑永长病倒

在地p 不肯既到人使唤。

后来y 那财主见儿子病好后F 觉得锋桥花钱太多F 有些

后悔了。可他老婆夜梦一凶神逗他修桥，她再三摧提F 这黠

主才在拘部上挠香开工，修了这座大桥，人的知道东长为修桥

费了心，又说黠主原诗愿楼永国长桥，就走名为永长桥，桥建

或后F 不仅坷街两岸群众来往方使9 还打遍了路安府的一道

难关。因为来往行人总是打听替在那里，桥出了名，就渐渐捏

这个持叫榜上衬了。至今挤还在p 桥边那溺也还存着。有民

语住证z

树。

芬7k长F 永长桥p 体夸财主掏腰包9 长桥还是穷人造。

泻头:此衬地处石子洒下游河流开洞头处。故得名河头

金口z 祖传金口东南面有一"金牛LlIηF 金口位于出

口 F 故得名金日材。

由 n: 该持以山市得名 F 又是进入拍谷寺的唯一门户，

教起名出门。

双桥庄z 三百三十年前p 该村原目q "小商坡纱又改为

必小南庄纱 F 后在持中、持西各建一替y 故又得名"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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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蕾树自主相传五十年前，该捋立村时，正值杏花开放，

又因居民多住在田里F 故得名杏树图。

涧沟z 此持以揭得名为润掬材。

鸡辘z 相传?该村原5号"牛家庄"。因拧;ft有一揭子，

为对付揭子乳人F 更名为鸡教。

老顶山乡

小龙黯=此地山势弯曲 9 犹如-条龙。因村建在龙头

上9 故院或得名小龙腾。

盐店南z 此地是一条渠掏F 解放前开有一座盐店，故以

盐店和地形取名盐1吉持。

在喜沟z 据传此地有一座烧瓦的窑F 居住户增多9 以瓦

窑糊地形取名瓦窑询。

滴答夺z 滴答寺累名 IJq艳谷寺F 其史的由来是这样的。

老百山下棋-材庄盹拍后，活拍后上老硕山，各个寺院的路是

铺在二个出在墨、桔居、山谷、寺院各敢一字F 便给此地取

名为柏谷寺。那么F 拍谷寺为啥改为精谷寺费?这里有这样

一个传说z

祖传在清朝雍正年闰p 柏谷寺勇围凡崖寺院术石腐朽y

需要重惨。工匠俱已到齐F 工程全部铺开之时F 忽然接食不

足F 工程们食不果腹F 怨言给纷。忽一日，桔谷寺东边石壁

上的一个石龙嘴里P 竞按抄地吐出饱满的谷粒来F 不紧不

住9 长流不息p 这样-来p 大伙不挂欢喜p 人心大稳。说来

也铿F 谷子虽然自夜不停地往外挠，但撞出的谷子不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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