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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公元 274 年至 333 年），幼名

㔨，字世龙，羯族，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

皇帝。

从奴隶到皇帝，石勒是中国历史上

的唯一。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身世籍

贯和功过是非多有关注，众说纷纭。石

勒皇帝的籍贯，有榆社县、和顺县和武乡

县三种说法。根据古籍文献及近年来地

方史研究考证，榆社县才是真正的石勒

故里。

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载：“石勒，字

世龙，上党武乡羯人也。”这是关于石勒籍

贯的早期权威记述。《晋书》是唐代政治

家、史学家房玄龄所著，成书于唐贞观二

十二年（公元648年），距石勒谢世晚315

年，其记述确切可信。

《晋书》编纂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

那时的武乡县确实已经南迁，武乡县在

南，榆社县在北。然而，持这个观点的人

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便是唐朝李世民

时期，武乡县叫乡县，没有“武”字，直到

武则天时期才改为武乡县（武则天对

“武”字有感情）。

《辞海》记载：“石勒，上党武乡”，并注

释“系今山西榆社县北部人”。《山西通

志》：“古武乡县，县治在今榆社县西北三

十里。”

《晋书》所说的“上党武乡”是指古代

的上党郡武乡县，而不是现在的武乡县。

古代的武乡县和现在的武乡县是有区别

的。古代的武乡县境域、管辖范围和今天

的武乡县境域、管辖范围是不同的。古代

的武乡县就是现在的榆社县。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分割武

乡县设置榆社县。两晋时的武乡县治所，

便在新设置的榆社县境内，即今天的榆社

县社城村。

唐朝地理学家李吉甫所著《元和郡

县图志》是记录全国地理、政区变迁及

山川物产的书籍，不仅是保存至今最古

老的地理志之一，也是研究唐代及之前

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详细记录了古代

“上党武乡”，即榆社县境域状况，从而

证实石勒的出生地确实是榆社。从著

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著

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两晋时的并州

地图也可以看出，榆社县的整个区域在

两晋时都统称武乡县。如果从县治所

来看，两晋时的武乡县城在今天的榆社

县，与今天的武乡县、和顺县是没有任

何关系的。

《十六国疆域志·后赵》载：“晋于涅县

西三十五里，置武乡县，后赵时改属武乡

郡”。《太平寰宇记·榆社县》载：“本汉涅县

地，晋于今县西北三十五里置武乡县，属

上党郡。十六国前赵石勒即此邑人”。《晋

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武乡”是指当时的

武乡县，不是现在的武乡县，是西晋时建

置的武乡县，县治所在今天榆社县北部的

社城镇社城村。

《晋书·地理志》载：“上党郡秦置，统

县十，户一万三千。潞、屯留、壶关、长

子、泫氏、高都、铜鞮、涅、襄垣、武乡”。

其中的“涅”是指涅县，治所在今天的武

乡县故城村。涅县西汉开始设立，叫涅

氏县。

如此看来，在两汉至三国时，以今

天武乡县故城村为中心的附近地带

属上党郡涅县（涅氏县）。两晋时期，

在原涅县的西北部划设了武乡县，

因境内有“武山”而得名，武山就是

现在榆社、和顺边界的“八赋岭”，

县治所在今天的榆社县西北部的

社城村。而涅县也继续存在，县治所还在

今天的武乡县故城村。这样的建置一直

维持到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武

乡县的治所从社城村迁至现在武乡的南

亭川（故县村）。

武乡县最早的县治所在今天的榆社

社城村，这是确切无疑，无需多辩的事

实。因此，石勒的籍贯是属于榆社的，榆

社才是石勒真正的故里。（下转第9版）

后赵开国皇帝石勒
是榆社人

揭开尘封历史，开启时光之门，翻阅榆社县的史籍，满眼皆是文章。

炎帝榆罔、榆州国，箕子、箕城，这些都闪烁在榆社历史的星空。石勒是榆

社历史上又一璀璨的人物，他从奴隶到皇帝，书写了一部辉煌的传奇。历史是

长河，永远向前流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没有历史的痕迹，便不能

谈起一个地域的文明。

品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热爱过去，更是为了了解过去，为未来提供启示。

追忆榆社历史人物石勒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的历史责任感、自豪感和爱家

乡、爱祖国的情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江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