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中有幸，几千年历史风云激荡下，

在 晋 中 盆 地 太 行 山 上 仍 然 遍 布 着 大 量

的、完整的、活态的文化遗产，蕴藏着三

晋之中先民们的创意、智慧和共同记忆，

是中华文明、山西文化、晋中文脉的有力

见证。

我们有幸，仍然能从一座座保存完整

的古县城、文庙、学宫书院、文昌阁文峰

塔、古镇古村古院、砖木石雕、古县志、文

人文章和传统节庆、古老民俗中，感受到

从古及今的文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文

明中，时时为这股温暖的文脉“潜流”而

感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找到自信

之基、力量之源。

古县城
乡土中国礼治秩序的完美展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总论中说：““从从

基层上看去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

社会治理“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

节”，所以，《乡土中国》提出了“礼治秩

序”这一概念。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平

遥古城、祁县昭馀 古 城 、太 谷 和 榆 次 老

城 的 建 筑 格 局 得 到 这 一 概 念 的 实 证 。

其他古县城虽不再完整，但可以从古县

志的记载中找到其昔日的模样，仿佛听

到那叮叮当当夯土砌砖盖瓦声声，感悟

到以“礼”治县的坚定和维护礼治秩序

的“匠心”。

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平遥。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平遥古城，再次强调““敬畏历史敬畏历史、、敬畏敬畏

文化文化、、敬畏生态敬畏生态”。”。在全国县城中，平遥古

城绝对是不一样的存在。1997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意大利那不勒

斯举行的第 2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称：“：“平平

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

出范例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而且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

同寻常的文化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

整画卷整画卷。”。”平 遥 古 城（包 括 双 林 寺 、镇 国

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一评

语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话都说到了

极致，实属罕见，如，杰出范例、所有特

征、非同寻常、完整画卷。

2023 年底，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文

脉春秋·历史文化名城篇》，将山西平遥

与浙江绍兴、四川阆中、云南剑川、广东

潮州、安徽歙县、广东佛山、江苏扬州、福

建泉州、江西九江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城

一城一集呈现给观众，“，“观一城文脉观一城文脉，，知古知古

今春秋今春秋”。”。平遥一集的解说词中讲道：““这这

是中国清代中晚期的是中国清代中晚期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两百岁两百岁；；

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之一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之一，，六六

百余岁百余岁；；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庙

殿宇殿宇，，近九百岁近九百岁；；这是中国山西的一座小城这是中国山西的一座小城，，

两千八百岁两千八百岁”；“”；“在世人眼中在世人眼中，，它不仅是中国它不仅是中国

古代汉民族城市的杰出典范古代汉民族城市的杰出典范，，更是一座充满更是一座充满

了人间烟火了人间烟火、、生生生生不息的时光之城不息的时光之城”。”。

平遥古城是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里

只说其完整体 现 的“ 礼 治 建 筑 ”设 计 。

古城墙四周建敌楼 71 座，连同城墙东南

隅奎星楼共 72 座，并有 3000 个垛口，象

征 孔 门 七 十 二 贤 人 、三 千 弟 子 。 城 内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南

北正直，东西对应，以巍峨壮观的市楼

为 中 心 ，以 市 楼 所 在 的 南 大 街 为 中 轴

线 ，东 西 两 侧 的 建 筑 物 形 成 了 上 下 有

序、寺庙对称、左祖右社、文武相对的格

局。古城中部两侧，东为城隍庙，西为

县衙署，是全城阴阳两界的最高统府；

南部两侧东有文庙、西有武庙，体现了

儒家文武礼治的思想；北部两侧东建清

虚观，西建集福寺，为道、佛两家集中活

动场所，连同 3798 处传统民居，展现了

明清时期县城官衙建置、街道规划、民

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体现了

等级思想、礼制观念是乡村社会治理方

式和意识形态支撑。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与平

遥古城一样，祁县昭馀古城依然是礼治建

筑格局。1994 年 1 月，祁县被国务院命名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1 年 6 月，晋商

老街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2014 年 5 月，被山西省人民政

府列为山西省历史文化街区，被国内文物

古建专家赞誉为“集江南河北之大成，汇

宋元明清之法式”。祁县古城，古民宅有

近千处，明清建筑风格的房屋有 2 万余

间 ，古 商 号 店 铺 170 多 家 ，保 存 基 本 完

好。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太谷、介休以及晋

中其他县城，无一例外体现了礼治秩序建

筑格局。其共同特点是：山环水绕、战平

结合、规制统一。

“以礼治县”的仪式规范。古代国之

大者莫过于“祀和戎”。城墙卫民，城内

祭祀或典礼。大多数县城官署、学宫、书

院、文庙、武庙、城隍庙、火神庙、关帝庙、

明伦堂、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梁余

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等一应俱全。每

年立春前一日，知县穿官服，率众僚，到

郊外拜芒神，行迎春之礼，回大堂开春

宴，演戏报喜。正月十五、十月初一，知

县邀仕官、举人、贡生、生员及百姓中高

龄者在明伦堂举办餐饮大宴。五月初一，

知县等率有关人员专门到先贤祠祭先祖，

到名宦祠祭奠有作为的历代县官，到乡贤

祠祭奠本县的历代名人，到忠义孝悌祠祭

奠忠臣孝子。县官每年要到文庙、武庙、

文昌庙、吕祖庙、城隍庙等举行庙祭；到

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先农坛举行坛

祭，等等。

面对山水的城门与题额。四四方方

一座城，毕竟受之所困。好在一座座小

城山环水绕，出得城东门，便可望见县

县 都 有 的 居 于 东 方 山 顶 的 高 高 的 文 峰

塔或文昌阁，也可融入大自然，得享山

水 之 乐 ，寻 找 诗 词 灵 感 ，获 取 精 神 自

由 。 于 是 古 人 把 天 人 合 一 思 想 和 对 山

水 的“ 仁 智 ”寄 托 ，都 镌 刻 在 城 门 题 额

上。古县城大多有四个城门，如，灵石

旧城，东闻玄、西乐洋、北永固、南正明；

介休，东捧晖、西临津、南迎翠、北润济；

太 谷 ，东 长 春 、西 望 汾 、南 凤 仪 、北 眺

燕。也有特殊的，如平遥有六个门，寿

阳、和顺有三个门。平遥南门叫“迎薰

门 ”，大 有 来 头 ，“ 文 心 ”搏 动 ，典 出《诗

经·南风歌》，舜帝面对运城盐池叹道：：

““南风之薰兮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南风之

时兮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期盼南风（薰

风）吹 来 ，让 百 姓 心 情 舒 畅 ；蒸 发 掉 水

分，获取保命增财的盐，而平遥古城的

最早奠基者就是《诗经》的采风者、总编

纂尹吉甫。北门“拱极门”，星宿光泽之

下，古城德披四邻、众望所归、四方闻风

归附；上东门“太和门”，万物各得其所，

祥和有益，持续纯正，保证万国之安宁；

下东门“亲翰门”，亲臣防守之门，暗喻

武 士 以 浩 然 正 气 守 卫 着 古 城 ；上 西 门

“永定门”，江山永固，城池永葆青春；下

西门“凤仪门”，凤凰来舞而有容仪，这

是中国“有凤来仪”的吉祥寓意。寿阳

古城三个门，东宾旸、南恒旸、西回旸。

旸，本 来 是 日 初 升 的意思，寿阳取之十

分恰当，而且根据方位和角度，分为“宾、

恒、回”三种日影光照形态，真是妙不可

言。和顺县城，也叫“和城”，西依云龙

山，北屏麻衣山，南含梁余水，古称漳水

环带，是和邑十景之一。因其东面面向

可能的来犯之敌，故不开城门，只有南康

阜、西宝凝、北拱辰三门。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为了让东乡出人才，修牌楼以

代东门，名曰紫凝，喻紫气东来。

学宫书院
先贤俊杰的成长摇篮

从现存的明清古县志看，晋中教育到

明清两代，学校教育体系的设立，主辅兼

备，公私结合，教化育才并重，与学宫相

配套的还有制书、射圃、学田、水务等，为

维持学校发展运行提供教材、场地、资

助。由学正、教谕、训导负责施教管理及

整肃学风，通称儒学衙门。

教育架构与源流。笔者在《跟着古志

品晋中·建置志》一文中概括了古代教育

“庙学合一为架构、儒家经典为教材、学

田水分为保障”三个共同特点。细考，宋

代晋中现属区域内的各个州县已经开始

兴办私塾。宋代末期，开始出现社学，至

元代社学普及，以 50 户为一社，每社建立

一校。宋代末，义学出现，至元代兴起，

除官办外，私人兴办者也很多，明初义学

与社学并兴，明后期走向衰落。清初，一

些富商巨贾和急公好义之士，把兴办义学

视为积德行善之举，众多地方官员也把建

立义学作为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政绩，康乾百余年间，晋中各州县义学达

1000 余所。明清两代，直隶辽州（今左权）

和各个县的学署都迁移到祭祀孔子的文

庙之中，故民间又把学署混称为学宫、泮

宫、黉门等，这就是“庙学合一”。至今平

遥文庙，也就是超山书院，任八面来风、时

光荏苒，依然完整鲜活。

儒家经典为教材。明万历《太谷县

志·学校志》载其所用“书籍”有：《四书大

全》《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

《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四书养正》《旧

小四书》《学政》《蓝田乡约》《五伦书》《射

礼仪节》《烈女传》《仪礼》《大诰》《孝顺事

实》《皇明祖训》《事物纪原》《养蒙大训》

《为善阴骘》《佛曲》《四书讲语》《真西山

读书记》《服弁图》《乐书》《礼书》等。

安顿精神的读书处——书院。““每一每一

个读书人心中个读书人心中，，都会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都会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

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朱汉民《岳麓

书院·序》）。唐末五代战乱，许多儒生

购书建屋，初建书院，重在藏书。宋代

开始以讲学为主，至元代，晋中各县书

院大兴，主持书院者名山长、堂长，也称

掌教，下属有讲书、助教等，由地方官任

命。书院除尊孔之外，还尊崇周敦颐、

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理学家。根据

现存各州、县旧志记载有：榆次源池书

院、辽州上庄村紫金山书院、和顺县梁

余书院、乐平县（今昔阳）罗庄富豪孔克

威建的松风书院等。明代，书院职能发

展到藏书、讲学、考课三大项。但因社

学、义学昌盛，所以书院衰落，尚能继续

开办的有榆次涂川书院、东城书院和太

谷 凤 山 书 院 等 。 清 雍 正 十 一 年（1733

年），书院恢复，加上晋中商业发达，商

贾财富不断增多，至道光年间，晋中各

县的官办、私办或官私合办的书院有 30

余所，如，榆次的凤鸣书院、魏榆书院，

祁县昭馀书院，平遥西河书院、超山书

院，介休绵山书院，灵石二贤书院、竹林

书 院 、双 藤 书 院 ，寿 阳 受 川 书 院 ，乐 平

（今昔阳）文昌书院，和顺云龙书院，榆

社箕城书院，以及辽州（今左权）的㟦山

书 院 等 。 双 藤 书 院 为 灵 石 县 两 渡 村官

商大户何家自办，专门严课子孙，至清光

绪六年（1880 年），全家 14 人考中进士。

（下转 08／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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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后的平遥古城，银装素裹，美如画卷。 通讯员 梁生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