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历史悠久，载入国史和地

方 志 的 千 古 风 流 人 物 灿 若 星 辰 。

明代吕楠（理学家、文学家，嘉靖十

四 年 任 国 子 监 祭 酒）《三 晋 明 贤

议》：““承命承命，，查定三晋明贤查定三晋明贤，，奉祀河奉祀河

东书院东书院。。按史志按史志，，在黄帝有若解州在黄帝有若解州

风后风后，，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在夏有

若安邑关龙逢若安邑关龙逢，，在商有若夏县巫咸在商有若夏县巫咸、、

平陆傅说平陆傅说、、首阳伯夷叔齐首阳伯夷叔齐，，在周有若在周有若

平遥尹吉甫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介休介子推、、晋阳羊舌晋阳羊舌

肸肸、、董狐董狐、、西河卜商西河卜商，，在汉有介休郭在汉有介休郭

泰泰、、太原王烈太原王烈、、解州关羽……解州关羽……””除以

上提到的晋中名贤外，下面的文章

还有：祁县祁奚、温峤、王绩以及介

休文彦博等等。

晋中，三晋之中，正如明万历

《太谷县志·人物志》所曰：““涵育涵育

圣化圣化，，人物朋兴人物朋兴。。或以忠孝闻或以忠孝闻，，或或

以节义显以节义显，，或以学术鸣或以学术鸣，，或以武烈或以武烈

奋奋。。其为风土钟灵其为风土钟灵，，山川毓秀山川毓秀，，高高

标足以耀古今标足以耀古今，，而令人炎慕者而令人炎慕者，，则则

不一而足矣不一而足矣”。”。

先秦：

古风悠悠 率真好义

那是一个远离我们的时期，是

一个古风悠悠、百家争鸣的时期，

也是一个人性耿直、急公好义的时

期，更是一个开疆拓土、民族融合、

形塑华夏的时代。

榆罔榆社。榆 社 是 炎 帝 留 在

北方最后的家园。公元前 5000-前

4000 年，炎帝（上古姜族部落联盟

首领称谓）八世榆罔被黄帝打败，为

保护自己的氏族南迁湖南长沙。榆

罔之子方雷氏受封建立榆州国，并

建立祭祀神社，即榆社。炎帝八代

共传520年，在邦国广植榆树。《竹书

纪年·周书》（又称《汲冢纪年》，是晋

国、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记

载：““上古帝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上古帝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

榆罔之后榆罔之后，，国为榆州国为榆州。。榆州亡于西榆州亡于西

周之末周之末””。随着西周、晋国的扩张，

榆州国一路北撤，先后以榆社、榆次

为都城，最终在晋平公十七年（公元

前 541 年）被晋国所灭。《春秋·昭公

元年》记载：““晋荀吴帅师败敌于大晋荀吴帅师败敌于大

卤卤（（太原市古晋阳城太原市古晋阳城）。”）。”顾 炎 武

《日 知 录》中 载 ：““平公败敌于晋平公败敌于晋

阳阳 。”。”山 西 史 志 研 究 院《山 西 大

观》，对榆社为榆罔所建邦邑之地

有明确记述：““榆罔帝统治的榆州榆罔帝统治的榆州

地方地方，，其中心是榆社其中心是榆社””，“榆社”，今

山西省榆社县社城。

箕子肇域。乾隆《榆社县志》

叙：榆旧为商箕子始封地榆旧为商箕子始封地。。榆社现

存有箕山、箕城等地名和故址。综

合史料，太谷、轑阳（今左权）的一部

分也曾是箕子的封地。《榆社县志》

“古迹”：箕城箕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县东三十里，，商时商时

惟箕子采邑惟箕子采邑。。……上党在春秋时……上党在春秋时，，

介于戎狄之间介于戎狄之间，，如乐平如乐平（（今昔阳今昔阳））为为

皋落氏国皋落氏国，，和顺为梁馀国……和顺为梁馀国……””杜预

注云：““太原阳邑县太原阳邑县（（今太谷区今太谷区））南有南有

箕城箕城，，阳邑者阳邑者，，阳处父之食邑阳处父之食邑，，即今即今

太谷县太谷县，，榆邑正当其南榆邑正当其南。”。”东山皋落

氏，春秋时赤狄之别种，皋落乃其氏

族聚居地，在昔阳县古城西北 25 公

里皋落镇。梁馀子养随晋献公太子

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获胜后，将旧时

和顺（当时名盖与）封给了梁馀子

养，后置梁馀县。确证榆社、和顺、

左权和太谷的一部分，上古时为古

国的一部分，晋国时为采邑、食邑

（封地）的历史。箕子（约公元前 11

世纪），子姓，名胥余，殷（今河南省

安阳市）人，商王文丁的儿子，官至

太师，封于箕。箕子著《洪范九畴》，

定立治国理政之大计，至今仍有很

高的借鉴价值，史称“箕子明夷”。

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殷有三仁

焉焉””。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等史

书，都比较详细记载了““箕子朝鲜箕子朝鲜””

的史迹。52 岁的箕子从朝鲜回来，

途经商故都遗址，写下中国现存最

早的文人诗《麦秀歌》：“麦秀渐渐麦秀渐渐

兮兮，，禾黍油油禾黍油油；；彼狡童彼狡童（（纣王纣王））兮兮，，不不

与我好兮与我好兮””。殷商遗民听见其歌，皆

动容流涕。故土情愫，共鸣涟漪。

晋向秀《思旧赋》：““叹黍离之愍周叹黍离之愍周

兮兮，，悲麦秀于殷墟悲麦秀于殷墟。”。”宋王安石《金陵

怀古 四 首》其 一 ：““黍离麦秀从来黍离麦秀从来

事事，，且置兴亡近酒缸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

“麦秀”“黍离”寄托亡国之痛。

臣在九泉心无愧。晋 献 公 的

儿子申生、重耳均与晋中关联。申

生与昔阳（皋落氏）、和顺（梁馀子

养）有关（前述），重耳则和介休有

关。介子推（？-前 636 年）随晋文

公重耳流浪 19 年，割股奉君，功成

隐于介休绵山，有感写下““有龙于有龙于

飞飞，，周遍天下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五蛇从之，，为之丞为之丞

辅辅；；龙反其乡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得其处所；；四蛇从四蛇从

之之，，得其露雨得其露雨；；一蛇羞之一蛇羞之，，死于中死于中

野野””之句。晋文公求其不得，火烧

绵山倒逼，介子推母子坚不下山，

留下““倘若主公心有我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忆我之时

常自省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勤政清

明复清明明复清明””的千古遗言，诞生了一

个全国性节日“寒食节”。屈原《九

章·惜往日》叹道：““介子忠而立枯介子忠而立枯

兮兮，，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封介山而为之

禁兮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思久故之亲

身兮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因缟素而哭之。”。”之后历代皇

帝旌表、名人歌咏、百姓尊奉，称

“华夏忠孝第一人”。

无偏无党。周代祁县祁奚、祁

午、解狐三贤，共同演绎了一出公

忠体国、举贤不避亲仇的尧舜遗风

大戏。祁奚（前 620-前 545 年），姬

姓，字黄羊。““晋献侯之后晋献侯之后，，食邑于食邑于

祁祁（（今祁县今祁县），），历晋景历晋景、、厉厉、、悼悼、、平四平四

公公””（康熙《祁县志》）。祁奚请求退

老时，晋悼公问替代之人，祁奚先后

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

子祁午。《商书》（《尚书》的一部分）：

““奚能举善矣奚能举善矣，，称称（（赞赞））其仇不为谄其仇不为谄

（（谄媚谄媚），），立其子立其子（（儿子儿子））不为比不为比（（亲亲

密密），），举其偏举其偏（（侧重一方面侧重一方面））不为党不为党

（（结为一党结为一党）”，“）”，“不偏私不结党不偏私不结党，，君君

王之道王之道，，浩浩荡荡浩浩荡荡”。”。

这个时期，晋中名贤还有：晋国

执政先轸，晋国大夫（食邑太谷），

《水经注》载：““辽山县西南黄崖山辽山县西南黄崖山，，

先轸所出也先轸所出也。”。”晋文公重耳逃亡时，

先轸为身边五贤士之一。周襄王

廿五年（前 627 年），狄人攻晋国，先

轸 率 军 大 败 狄 军 于 箕（今 左 权 县

东）。战将毕时，先轸忽悔唾地辱

君之过，即解盔甲，与狄军肉搏而

死，葬于轑阳城南二里处。阳处父

（？-前 621 年），春秋时晋国大夫，

封邑于阳地（今太谷区阳邑村），足

智多谋，文武双全，晋楚讲和、计退

楚军、重用赵盾。廉颇（出生于平

遥县廉村，葬于榆社县廉村），战国

赵国名将，《史记》有廉颇蔺相如列

传。知徐吾（榆次人），晋国魏献子

为政，以知徐吾为涂水（榆次古名）

大夫，谓知徐吾：““余子之不失职余子之不失职，，

能守业者也能守业者也””。盖聂（榆次人），战

国刺客列第一，曾与荆轲论剑怒目

退之，列《史记·刺客列传》。士会

（食邑介休），晋国上卿等等。

有 许 多 俊 杰 名 流 虽 然 不 是 晋

中 籍 贯 ，但 在 这 块 土 地 上 叱 咤 风

云、建功立业、永载史册。

日月同光尹吉甫。吕楠《三晋

明 贤 议》：““至若夷至若夷、、齐齐、、吉甫吉甫、、卜卜

商商，，虽非斯土之产虽非斯土之产，，然食于斯然食于斯、、居于居于

斯斯、、葬于斯葬于斯、、魂魄存于斯魂魄存于斯，，安知后来安知后来

诸贤非四子之遗教也诸贤非四子之遗教也？？且今首阳且今首阳、、

西河西河、、平遥平遥，，区区小邦区区小邦，，凭此四子与凭此四子与

日月争光不朽日月争光不朽，，论三晋名贤论三晋名贤，，讵可讵可

遗诸遗诸？”？”尹吉甫，周宣王时期大臣，

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

风 者 、编 纂 者 ，被 称 为“ 中 华 诗

祖 ”。 周 宣 王 五 年（公 元 前 823

年），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

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清光绪八

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周宣王时，，平平

遥旧城狭小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

曾驻兵于此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筑西北两面，，俱低俱低。”。”

又载：““受命北伐猃狁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次师于此，，

增城筑台增城筑台，，教士讲武教士讲武，，以御戎寇以御戎寇，，遂遂

殁于斯殁于斯。”。”尹吉甫战于斯、筑城于

斯、葬于斯，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文

化 遗 产 —— 平 遥 古 城 ，至 今 延 绵

2800 多年。平遥“区区小邦”，凭尹

吉甫“与日月争光不朽”，晋中因平

遥古城闻名天下。

一代名将赵奢王翦。据统计，

春秋末期至秦 统 一 ，大 小 战 役 二

百 多 次 ，山 西 是 战 略 要 冲 ，发 生

过 四 次 重 大 战 役 ：“ 晋 阳 之 战 ”

的 结 果 是“ 三 家 分 晋 ”，战 国 开

始 。 阏 与 之 战 ，史 出《史 记·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和《资 治 通 鉴·

周 纪 五·赧 王 下》。 公 元 前 270

年 ，秦 派 胡 阳 攻 赵 阏 与 ，秦 赵 两

军“ 狭 路 相 逢 勇 者 胜 ”，赵 战 神

赵 奢 大 败 秦 军 ，维 持 了 两 国 长 达

八 年 的 战 略 平 衡 。 孙 皓 辉《大秦

帝 国》指 出 ：““阏与之战后阏与之战后，，天下天下

战国又是一变战国又是一变，，两大同盟隐然形两大同盟隐然形

成成，，一边是以秦国为轴心一边是以秦国为轴心，，一边一边

是以赵国为轴心是以赵国为轴心，，开始了较之早开始了较之早

期合纵连横更为酷烈的争战期合纵连横更为酷烈的争战””。

长平（今晋城高平市）之战，公元

前 260 年 ，赵 奢 的 儿 子 赵 括（？ -

前 260 年）“ 纸 上 谈 兵 ”，秦 胜 赵

败 ，启 动 了 秦 灭 六 国 的 铁 蹄 进

程。再战阏与，公元前 236 年，秦

““王翦攻阏与王翦攻阏与、、轑阳轑阳（（今左权今左权）”）”

（《资治通鉴·始皇帝上》），连拔九

城，夺取赵漳水流域，阏与、轑阳

改属秦。公元前 229 年，王翦再次

攻打赵国，一年后，攻陷赵都邯郸。

秦汉魏晋南北朝：

祁县王温 平遥三孙

太原王氏，作为源自姬姓的世

家大族，起源可以追溯至汉代，其郡

望是太原郡。太原有晋阳王氏和祁

县王氏两个房支。温姓祖先己姓，其

后有平，因夏王少康复国（前 2000

年）时有功封于温（今河南温县西

南），即温平，其26代孙温乂，于周朝

初年（前 1046 年）由温迁于郄（今山

西祁县)，至西汉温疥时形成宗族和

望族。从东汉开始，祁县王氏和温氏

闪亮登场，成群结队，扑面而来，堪称

晋史上一大观。此外，平遥孙家东晋

风流，介休郭泰名垂史册，石勒从奴

隶到皇帝等赫然史册。

祁县王氏。王允（137-192 年），

汉献帝拜为司徒，少年好学，志存高

远，被郭泰赞为：““王生一日千里王生一日千里，，王王

佐佐（（辅佐王者之人辅佐王者之人））才也才也”。”。王允与

何进诛董卓，后遇害，临难赴死曰：

““蒙社稷之灵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吾之愿也；；

如其不获如其不获（（活活），），则奉身以死之……则奉身以死之……，，

努力谢关东诸公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急勤以国家为急”。”。

从王允开始，祁县王姓大家族人才

辈出，王允之子王凌（之子王广）、王

宏（河东雁门太守），王宏之子王睿、

王懿（南北朝）；王允之后代王佑之

子王思政，又有六个儿子……其事

迹洋洋洒洒一言难尽，这里略。

祁县温氏。 温 序（？ - 前 30

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西汉

““有温疥有温疥，，封侯封侯，，谥曰谥曰‘‘顺顺’。’。生仁生仁，，

仁子何仁子何，，始居太原祁县始居太原祁县。。何六代孙何六代孙

序序””。《后汉书》载：““温序字次房温序字次房，，太太

原祁人也原祁人也”。”。光武帝建武六年（公

元 30 年），拜为护羌校尉，在今甘

肃陇西县东南被捕，温序““分当效分当效

死死，，义不贪生义不贪生””，以““口衔发仗剑而口衔发仗剑而

死死””，光武帝赐洛阳城帝王之墓地

葬之。长子温寿守孝期间，梦温序

告之：““久洛思乡里久洛思乡里””，上书光武帝，

改葬父亲于故里祁县。从温序开

始，祁县温家政文之才绵绵不绝。

温序三个儿子为郎中等官，其中温

恕为东汉涿郡太守，其子温恢为三

国魏凉州剌史。这个时期还有温

峤，江州剌史，““讨石勒讨石勒、、刘聪刘聪，，诛王诛王

敦以安晋室敦以安晋室，，出峤谋居多出峤谋居多，，所著有文所著有文

集十卷集十卷。”。”温峤入《晋书·列传·第三

十七章》。其父温襜，河东太守；其

伯父温羡，官至司徒。

纵观《祁县志·人物志》，从周至

清（1656年），记载有温家近30人、王

家80余人。列入《山西通志》祁县名

人225人，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

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医学家、教

育家、武术家、晋商巨贾和革命家等。

介休郭泰。春秋贤臣介子推、

东 汉 教 育 家 郭 泰 、北 宋 名 相 文 彦

博，并称“介休三贤”。郭泰（128-

169 年），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

东汉太原郡介休人。郭泰出身寒

微，博通群书，师从汉代大儒屈伯

彦，三年博通“三坟五典”；口若悬

河，声音嘹亮，名重洛阳，被太学生

推为领袖。郭泰游太学（汉代设在

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时，组织

了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之后回介

休，到京师河边送行的士大夫和儒生

乘车千辆。当时之人仰慕郭泰，连他

下雨时湿了的头巾折角样式都成为

时尚，美其名曰“林宗巾”。唐诗人李

贺《南园》引典：““方领蕙带折角巾方领蕙带折角巾，，杜杜

若已老兰苕春若已老兰苕春。”。”钱穆先生称郭泰名

气之大为“此乃人格之改造”。郭泰

教授弟子最大地发挥了孔子“有教无

类”的思想，““或在幼童或在幼童、、或在里肆或在里肆，，后后

皆成英彦皆成英彦（（才智卓越者才智卓越者））六十余人六十余人。”。”

清西北地理学家、户部侍郎寿阳人祁

韵士《至介休县谒郭有道祠》：““共羡共羡

先生折角巾先生折角巾，，当时冰鉴仰群伦当时冰鉴仰群伦；；不撄不撄

一网清流祸一网清流祸，，无愧千金谀墓人无愧千金谀墓人””。郭

泰不站队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党锢之

祸兴起时，名士大多受害，郭泰得以幸

免。公元 169 年，闻听自己的许多学

生死于非命，郭泰为之大哭，哀恸而

逝，终年 42 岁，送葬者达万余之众。

东汉名臣、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为其

亲撰铭文。 （下转 08／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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