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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晋中分属于太原郡

和上党郡。榆次、阳邑（今太

谷区）、祁、中都（今平遥县）、

邬（今介休市东北）、界休（今

介休市东南）、马首（今寿阳县

南）七县属太原郡，橑阳（今左

权县）、阏与（今和顺县西北）

属上党郡。由于秦代时间较

短，文化遗存在晋中发现的并

不多，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枚秦

权，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

一文字的实物例证。秦代墓

葬在榆次猫儿岭也有少量的

发现。

西汉初年，晋中一带先后

为韩王信、代王恒领地。到了

西汉末年，晋中所辖分属并州

刺史部太原郡与上党郡。榆次

（马首并入）、阳邑、祁、中都、京

陵（今平遥）、邬、界休七县属太

原郡，沾县（治今昔阳，领昔阳

及和顺北部）属上党郡。

东汉末年，晋中全境分属

于太原郡、上党郡、乐平郡（治

今昔阳县巴洲村）。其中榆

次、阳邑、祁、中都、京陵、邬、

界休七县仍属太原郡，轑河

（今左权县）属上党郡，沾县、

乐平（今昔阳县）属乐平郡。

秦汉之际，晋中人才辈

出，先有介休人宋昌辅佐文

帝，被封壮武侯。又有建武时

护羌校尉祁县人温序，不畏凉

州割据者的威逼利诱，宁死不

屈。东汉末介休名士郭泰，是

桓、灵二帝时士人与宦官斗争

中士人的著名代表和太学生

主要首领之一，以不愿就官府

征召而著称于世。东汉末祁

县人王允，以与吕布合谋诛杀

董卓而名垂青史。两汉时期

在晋中留下了 70 处遗址和 27

处（座）墓葬。

国之重宝——秦权

说起权，人们通常只知道

权力、权利等的含义，并不知

道它原来是一种物体。其实，

它就是人们经常可以见到的

秤砣。

1977 年，榆次一中挖防空

洞时，工人们在地下深约13米

处，发现了一件秦代铁权。由

于知识的匮乏和文物保护意

识的淡薄，工人们见铁疙瘩上

镶有铜片，便将铜片凿下来准

备卖废铜。一位教师知道后

连忙制止，并报告了山西省文

物工作委员会，山西省文物工

作委员会立即派人取走了这

枚秦权。

这枚铁权通高20厘米、底

径 22.4 厘米、腹围 72 厘米，重

达 30.75 公斤。上边的桥梁形

纽便于拿起和称量物体。权体

一侧表面镶嵌有秦始皇二十六

年铜诏版。诏版上下高 8.5 厘

米、左右宽11厘米，上刻9行40

字篆书铭文，除个别字被工人

凿掉外，大部分保存完好。文

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

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

（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

（之）。”其大意为：“秦始皇二十

六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

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

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

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

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虽然秦权锈迹斑斑，外表

并不吸引人，镶嵌的铜诏版也

仅有40个字，但它却记录了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做的几件大

事，这些大事对中国历史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在秦灭六国之前，齐、楚、

燕、韩、赵、魏这些诸侯国都有

各自的度量衡制度，这成为秦

始皇统一六国的很大障碍。

事实上，早在秦始皇灭六国之

前，就已经有了统一六国度量

衡的想法。据史料记载，在秦

国大将王翦统率 60 万秦军灭

了楚国之后，秦始皇感到统一

大业即将完成，非常高兴，想

去视察一下被秦军征服的楚

国土地。然而，在他的庞大军

队刚刚进入楚国境内时，就被

迫停了下来。秦始皇急忙问左

右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前进

了。陪同的大臣李斯对秦始皇

说：“楚国的车轴长度与秦国的

不同，楚国的车轴短，因此道路

也窄，我们的车太宽了，所以无

法继续行驶。”秦始皇听了李斯

的话后说：“占领六国的土地之

后，下一步就要考虑统一六国

的度量衡和车轴、道路的标

准，等到这些事情完成之后，我

们驾车到六国任何一个地方就

方便多了。”

秦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

颁布了统一度量衡和车轴、道

路的诏令。六国的度量衡统一

了，车轴的长短和道路的宽窄

也有了统一的标准。这些措施

大大促进了秦代经济的发展。

秦权的铸造，就是秦始皇统一

度量衡的实物例证。

权与衡是相配套使用的，

权相当于秤砣，衡相当于秤杆，

是用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的。遗

憾的是，由于衡多为木制或竹

制，不易保存，因此目前还没有

秦代的实物衡出土。而秦权或

为青铜铸造，其上铸有诏书；或

为生铁铸造，其上镶嵌诏版，所

以保留下来相对较多。尽管人

们可以断定秦代的权和衡也是

利用杠杆原理来称量物体轻重

的，但由于没有实物衡，因此仍

然无法考证当年秦人用权衡称

量物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

从“权”字的结构分析，也可窥

其一斑。权字左边是“木”字

旁，说明它和木有关系，没有秤

杆、仅有秤砣是无法衡量重量

的。权必须得有一个秤杆，秤

杆上有定盘星，才能称重。而

且距离定盘星越远，它的分量

就越重。所以人们常说，秤砣

虽小压千斤。榆次出土的这件

秦权，重 30.75 公斤，推测它的

秤杆应该相当粗长，承重也应

该是相当重的。在民间，权除

了有称重的作用以外，还被当

作吉祥物和镇宅之物。相传民

间搬家时，要先将权搬过去。

造屋上梁时，将权悬挂于梁上，

寓意称心如意。人们压帐角也

要用权。古人对权十分看重，

因此在汉语中就衍生出了权

力、权利、权势等词。东汉末年

的著名将领孙坚，就给他的儿

子起名叫孙权，孙权后来成为

三国时期吴国的国君。孙权的

名字代表了对权力的向往和对

权势的追求，也寄托了孙坚对

于一统天下的渴望。由于权在

人们心中象征着权力，因此古

代许多王公贵族用权来随葬，

以显示其生前的权势和地位。

战国时期，各国对青铜器

的铸造相当重视。秦国要求在

每一件铸造的兵器上都留下工

匠和督造官员的姓名。如果兵

器出现了质量问题，要追究当

事人的责任。秦统一六国之

后，因为秦权是国家统一铸造

的，并且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

此它的上面仅铸有秦始皇诏书

的内容，并没有留下工匠和督

造官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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