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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内容概要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内容简介：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浩瀚广袤的土地上，创造
了光辉灿烂，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山西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在文明传承的历史演进中，留
存下了厚重、丰富的文物古迹和民俗遗风。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作者准确地把握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脉络，溯历史长河，沿千年古道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三晋大地上寻觅探访，密切接触了大量掩映在远古余辉下的古村落遗踪，
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翔实细腻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经过严谨、细密的逻辑思维，科学深入的研究考
证，将诞生过华夏千古基业，如同谜一样的远古都城“禹王城”；圣贤大人孔夫子巡游折返一言难尽
的“回车村”；幽深恬静的“柳氏民居”；暗含着重重玄机的“砥洎城”；那在大自然风霜雨雪中，
孤立千百年之久使人心灵产生强烈震撼的“元代古民居”等等，抽丝剥茧地揭去了尘封已久的层层面
纱，展示了一幅幅远古先民有血有肉的生活实景图画，读来让人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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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作者简介

王修筑，1953年出生，1970年参加工作。做过记者、编辑、电视编导，生活阅历丰富。自幼喜爱诗词
歌赋、中国历史文化，并不断研习，收获颇丰，近千次在有关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文章及摄影作品。
承担过国家“九五”重点音像项目《二十四节气》，任总编导，用三年时间完成该作品，获国家神农
奖金奖、全国第七届科技音像制品二等奖。对节气、民俗、历史有一定的研究，撰写过《旅游经典》
等书籍，并有多部电视片获奖。自称是一个深爱民族文化的人。

Page 3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书籍目录

华夏初起禹王城古道太行天井关天蝎星座冶底村广武古镇荡风云元代老宅中庄村九边美誉得胜堡柳氏
民居西文兴山环水绕砥泊城文尚古韵上安村吕梁明珠张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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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章节摘录

插图：禹王古城的老城墙除东边残损严重外，其他三面大部分都有遗迹。在禹王村的南部，一道大土
墚自东向西延伸着，这就是禹王城的南城墙。大土埂子上面长满了荒草，宽约10米，高约2米多。沿着
大城断断续续的城墙和明显的遗迹绕城一圈，至少要半天的时间，可见当时王城的规模之大。关于禹
都的位置学者们有许多说法，但都缺少证据而无法定论。禹王在位八年的时间，就能建造这么大一处
城池，一定是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禹王当时建王城选在这里，有几个合理的因素。一是这里离黄河
不远，黄河是大禹治水的主要活动地区，《史记》以及其他历史书籍都有明确记载。都城建在这里便
于开展工作。二是禹王城一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适合人类的生存。黄帝的夫人嫘祖就在这里
栽桑养蚕，而且这里早有古人类居住。还有一条理由是，安邑这个地方，与大禹之前的两位部落领袖
尧、舜建都的平阳和蒲坂都相对不远。而且尧王和舜王还给禹王留下了许多基业，所以禹定都在安邑
有一定的合理传承因素。一些古籍资料所作记载也可证实这点。更为重要的是，古安邑旁有盐池，这
里自古以来就是冀州的产盐地。盐是人类食物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成分，从古至今，盐业一直由官家掌
控。另外，安邑南面的中条山有金属矿藏和煤矿，这就给夏王朝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安邑的地
理环境和人文因素来说，这个地方都应该是大禹当时建都最合适的选地。禹王大城平面呈梯形，城垣
西接司马村，南邻秦寺村，北有郭里村，东有苏村、台村、董村。现今北墙、西墙和南墙三段大部分
保存较好，墙体一般高出地面1～4米，西墙最高处有8米。其最宽的地方有22米。现在司马村小学校的
南围墙，就是利用了禹王城的老城墙。从前的古城墙，现在还在被人们利用着。但我们从未感谢过当
时夯筑土墙的那些士兵和工匠们。这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功德遗产，后人应该从中悟出一些传承的道理
。从这段高大的城墙上我们看到了古人采用版筑法夯墙时留下的绳孔，并测量出了它的夯窝直径在9
厘米，夯层厚度为6～8厘米。这显然与后世夯筑长城的建墙尺寸、使用工具和方法有些区别。禹王中
城在大城里面的西南部，平面呈方形，其台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几乎占到了大城面积的一半。其西
南两面和大城共用城墙，西北和东南角后世有过修补。北墙的全长为1500多米，残高3～5米，夯层较
大城西墙略厚了一些。禹王小城又称皇城，它建在大城的中心，总面积为75.4 万平方米。在小城的东
南方有一处很大的土台子，俗称青台。它高出地面9米，其边长南北70米，东西65米。相传禹王城初建
时便建了此台，在大禹治水时其妻涂山氏经常站在这个台上向南张望，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因此人们
又把这个青台称作涂山氏望夫台。青台是禹王城的最大亮点。据《夏县志》载：“汉文帝时，始在青
台上建庙祭禹。”当时的禹王庙建在青台上，台前向西处共有32级台阶。台上禹王庙高大宏伟，庙前
大门书“万福来朝”，门楣上挂“文命阁”大匾。庙内中央供大禹像，两边供奉着皋陶、后稷、伯益
、契四大功臣塑像。禹王庙左边有启祠，右边有少康祠。青台下还建有东华门、西华门及左右走廊48
间。庙前有大戏台及10亩大的广场，还建有莲花池5亩。这里是一个功能完善的寺庙群和公共活动区。
禹王庙在之后的历代都有重修，这些都能从禹王城历代存下的碑记中得到证实。禹王庙一直到了新中
国成立前都有专人看守。在1946年的解放战争中，禹王庙毁于战火中，青台只剩下一个大土台。直
到1994年当地村民集资，才又在青台上修起了一座简单的红砖禹王庙，供当地群众供奉。禹王村还成
立了一个保护禹王城的民间组织，并且在青台的西南侧搭起了简易的大禹纪念馆。馆中供奉着夏王朝
的十七位王的等身塑像供奉。村民们还组织了几位民间画家将大禹生平功绩绘成图画，展览于这个纪
念馆中，使后人对大禹有了一个比较系统形象的了解。硕大的青台上现在长满了蒿草，除了那座简易
的禹王庙就是旁边的几道沟了。在村民新修的大台阶旁，一处砖砌的水井被水冲得露出了一大半，这
是古人精心设计砌筑后再夯土埋平的。据说这口井的水位与台下大地的水平面相同，如遇连年干旱时
，村民们就头顶烈日，戴着柳条编成的草帽，敲锣打鼓担着猪头、牛头、羊头等祭品，点燃香烛，放
响鞭炮，由长者用细绳系上瓷瓶放入井中。过一时辰，提出瓷瓶，若瓶中水满，说明老天爷要降大雨
；若是半瓶就只降小雨。因大禹是治水的先祖，所以人们在这个井中举行取水求雨仪式，据说还相当
灵验。这种形式一直流传着。这么灵的水井建造时下了大工夫，从砖头的垒砌精巧能看出当时人们是
如何的用心。一个水井尚且如此，那大庙和其他的建筑也肯定会建得更认真精细了。如果这个青台确
是禹王始建，那么到现在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在这个禹王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朝历代在各个时期
留下的印迹。据《史记·魏世家》记载，公元前446年，东周时魏文侯始建魏国，魏国的都城就建在了
安邑禹王城，时间长达85年。后来，汉献帝也在安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这里定了建安元年年
号。

Page 5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Page 6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后记

说古论今，或传颂吟唱，或笔墨描写，都是永远的话题概念。华人说华夏的延续，汉人说汉民族的发
展，都在分内。寻找历史文化发展的根源，你会发现山西这块热土上，祖辈在劳动创造中所留下的历
史遗迹和民间传说异常精彩。民间智慧得以山水的辅助，一脉相承，创造了有声、有色、有形的独特
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山西的魅力。我在三十多年对山西的了解中，不断有新的发现。这里博大深厚的
历史文化财富，常使我连连赞叹，拍手称绝。在五千年的历史时光中，此起彼伏，在此我只能选几处
有代表性的村落展示给大家看。本书在长年数次实地考察采访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
仍难免有不足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指正。本书策划时得到了山西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
考察采访中得到了山西科教影视制作中心展秀英主任的多方支持，并有王占伟先生协助查阅历史资料
、校验文字，王君帮助打印文稿等，使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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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编辑推荐

《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诞生过华夏千古基业，如同谜一样的远古都城“禹王城”；圣贤大人孔
夫子巡游折返一言难尽的“回车村”；幽深恬静的“柳氏民居”；暗含着重重玄机的“砥洎城”；还
有那在大自然风霜雨雪中，孤立千百年之久，使人心灵产生强烈震撼的“元代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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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

精彩短评

1、不错，详尽的介绍了山西部分古村落
2、人说山西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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