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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历史人物》

前言

　　大同古称平城、云中，位于山西省北部，介于内外长城之间，扼晋、冀、蒙通衢之咽喉。“西界
黄河，北控大漠，东连倒马、紫荆之关，南拒雁门、宁武之险”。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形成许
多天然关塞，在军事上进有依托，守有屏障。“三面临边，最号要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首都
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被誉为“北方锁钥”，也是中原地区同北方边塞地区民族聚居融
合地带。大同市是1982年公布的中国第一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大同历史悠久，远在1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着大同的远古文明。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
疆拓土，置雁门、代郡。秦汉时，置平城县。北魏拓跋珪在此建都，历经六帝七世，长达97年。辽金
时，大同作为西京陪都，长达244年。明清时，为九边重镇，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　　巍巍恒
岳，泱泱桑干；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是这片热土，哺育了淳朴厚道、勤劳节俭、勇于奉献、乐于助
人的大同英雄儿女。“云中风气，极天下之高，而其人物亦多魁伟之士”。作为“三代京华”的大同
，曾经成就过历史上一些颇有作为的帝王、皇后。作为我国北方军事重镇的大同，也曾涌现出许许多
多慷慨悲歌之士、文治武功之才。他们的勋业，昭彰彪炳，人史载志，为后人师表。　　我们编写出
版的这部《大同历史人物》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性。它收入从春秋战国及于民
国近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以唯物史观，“寓褒贬，别善恶”于史实之中，
以详实可信的史料，尽力勾划出入传者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写出特色，写出
个性。讲究文质，摒弃浮文，以求文约事丰。　　二是广泛性。本书收录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古代人
物，还有近、现代人物，上下二千多年；不仅有文臣武将、帝王后妃，还有科技文教人才；不仅有推
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也收编了一些反面人物，以便“劝善惩恶”，教育后人。　　三是特色性。
本书所收入的人物，展现了大同地方的特色和不同朝代的时空特色。为了更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唱响主旋律，特别把中共党史人物，独立成篇。　　杰出的历史人物，是无形的价值坐标、精神航道
的领航员。他们对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生产提高，民族融合，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都曾作出应有贡
献。充分发掘杰出历史人物的当代意义，对广大群众就能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激发人们
“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帮”的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思，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念。　　“志以郡分，人物当从”。本书的收录
范围：以本籍人物为主，对于在大同地方史上有影响的客籍人物，也酌量选人，以求全方位地反映大
同历史。　　本书收录的时限：起自春秋战国，下迄1949年9月，所收人物按历史朝代顺序排列，同一
朝代按卒年先后时间安排。　　本书是一部传记体的历史著作，这些历史人物蕴涵着深厚的传承历史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借鉴历史经验的内涵，闪烁着民族融合、边塞文化、军旅文化、商贸文化等大
同历史文化的光华。唯其如此，才成为我们编撰此书的初衷。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
书涉及的作者众多，风格上不尽一致，为避免千面一孔，因此我们没有过分地强求统一，敬请同志们
谅解。当然，由于我们思想修养、理论水平、文字能力等的局限，书中定会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尽人意
的地方，但毕竟是我市传记体历史著述上的又一次有益尝试。我们相信本书定会对我市的专家、学者
以及广大群众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定会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此在本书付梓出版之时，借此
机会向帮助或支持我们工作的大同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深表诚
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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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历史人物》

内容概要

《大同历史人物》收录大同市各朝各代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收录原则以本籍人物为重点，同时收
录在大同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有过重大贡献的客籍人物。时间从古代至1949年9月30日前，以现在
大同市所辖七县四区为地域范围。《大同历史人物》全面介绍本籍人物一生的事迹，并突出人物个性
；客籍人物主要介绍在大同历史舞台上有影响的突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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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历史人物》

章节摘录

　　赵襄子（？～前425）名毋恤，又作无恤，春秋战国之际晋国赵氏的封君，卒谥襄。　　春秋晚期
，晋国政事为智、赵、韩、魏、范氏、中行氏六家大臣把持，赵襄子出生于其中的赵氏宗族。然而，
显赫的家族，却没能让身为幼子的赵襄子感到荣耀。他的生母是一个婢女，来自翟国的少数民族，赵
襄子在诸公子中虽然没有地位，可是聪慧过人。其父赵简之在选择继承人上非常慎重，不断对其子女
进行考察。春秋时期，宗法传统是嫡长子继承制，赵氏长子为伯鲁，按照常规应该由他来承继父亲爵
禄，但是赵简之没有这样做，他召见所有的儿子，跟他们谈话，认为赵襄子最为贤能。赵简之对儿子
们说：“我把宝符藏在常山（今山西恒山）了，谁能先找到，就赏赐给他。”几个儿子都奔向常山搜
寻，却没有人找到。赵襄子回来，说：“我找到宝符了。”父亲追问，赵襄子回答：“从常山居高临
下能看到代地，宝符就是占取它。”其父满心佩服幼子的睿智。又过了一段时间，赵简之写下一些训
诫的话，分别记载在两块竹简上，将它交给伯鲁和赵襄子，嘱咐他俩仔细记住。过了三年，赵简之问
他们简书的内容，伯鲁答不上来，竹简也不知丢哪儿了。又问赵襄子，赵襄子熟背训诫，问他竹简在
哪儿？马上从衣袖中抽出来。赵简之很满意，决定破传统之规，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赵襄子成了赵
氏正式继承人。　　公元前464年，智伯挑头攻打郑国，赵简之生病，委派赵襄子领兵围郑。智伯打心
眼里瞧不上出身微贱的赵襄子，途中，智伯喝醉酒，用酒灌赵襄子，赵襄子不从，智伯便借着酒劲儿
殴打他。面对侮辱，随从们都看不下眼，要求杀了智伯，赵襄子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大度地说：“
主君立我为继承人，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以此平息大家愤怒的情绪。那时，智伯为晋国政坛六卿
实力最强者，赵襄子的退让却成了智伯心头大患，归国后，智伯立即跑到赵简之那儿，煽动他废掉赵
襄子的名分，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被赵简之拒绝了。智伯与赵襄子之间的怨恨由此产生。　
　公元前458年，赵简之去世，赵襄子承袭晋卿之职。继任后的赵襄子“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赵氏封地治理得有条不紊。春秋末，诸侯间交战频仍，土地争夺剧烈。赵襄子胸
怀大志，一心想建立功勋，将赵氏基业发扬光大。他洞察天下形势，认真思考自己所处的环境，在晋
国，赵氏势力较弱，封地被有实力的诸侯国包围，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向人烟稀少的北部发展。　　
赵襄子有个姐姐早年嫁到代，为代王夫人。因有这样的姻亲关系，他到夏屋山（今山西代县北）请见
代王，事先，赵襄子设下计谋，代王毫无戒备前来赴会。宴会上，赵襄子让侍奉的人在斟酒时，用斟
酒的铜勺乘机击杀了代王及其随官。然后兴兵讨伐代，一举吞灭代国，将其土地纳入赵氏版图。赵襄
子的姐姐听到消息，哭天喊地，泣不成声，拔下簪子自杀了。由于伯鲁英年早世，赵襄子就把代地封
给他的儿子赵周，为代成君。　　赵襄子继位后四年，晋国大权旁落，名存实亡，晋出公已成为一个
傀儡。智伯与赵、魏、韩三卿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领地，晋出公大怒，想联合齐、鲁讨伐晋国四卿
。四卿感到害怕，决定先发制人，一起驱逐晋出公，晋出公死在逃往齐国的路上。智伯于是拥立晋哀
公。晋哀公形同虚设，晋国大权完全被智伯操纵。智伯更加骄横，韩、赵、魏怕他，都依附于他。智
伯不满足自己现有的土地，私欲越来越大，他要求韩、赵、魏三家都割给他一块土地。韩魏两家给了
他，唯独赵襄子不应允。智伯恼羞成怒，要韩魏同他一起攻打赵襄子。赵襄子寡不敌众，心里犯慌，
急忙招来谋臣张孟谈商议，决定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赵襄子巡视晋阳，见城郭坚实，府库
充实，仓廪丰盈，只缺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又告诉他，当年晋阳大夫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
材料都可以拆下来作箭杆，铜铸的房屋柱础又可用来造箭镞。于是，动员百姓备战应敌。　　智、韩
、魏三家围攻晋阳一年多，晋阳仍岿然不动。智伯便命人扒开汾河大堤，引水灌城。晋阳陷入一片汪
洋之中，城中人高悬着炊器烹煮，财食将尽，百姓互换子女当饭吃，士兵体力下降，瘦弱不堪，晋阳
危在旦夕。赵襄子与张孟谈策划反问计，由张孟谈暗中联络韩魏两家，说服他们策反，里应外合共灭
智氏。深夜张孟谈潜出城，暗中晋见韩魏二君，和他们讲了“唇亡齿寒”的道理，二君深知智伯为人
，非常赞同张孟谈的话，于是三人商定军事计划。按照约定日期，韩魏士兵在夜里杀死智氏守堤的人
，掘开河堤，反使汾河水冲向智伯军中。智伯还蒙在鼓里，没料到韩魏两家会倒戈。赵襄子率军从晋
阳城内杀出，韩魏两军从两翼包围，在混战中智伯被擒，当即，赵襄子下令处死智伯及全家。三家瓜
分了智伯的领地，晋国朝政由赵、魏、韩三家把持，为三家分晋奠定基础。至此，赵国北面拥有代地
，南面吞并了智氏，国势比韩魏都强大。晋阳突围的胜利，取决于赵襄子的临危不乱和正确抉择，他
能把握时机，转化矛盾，反败为胜，再次彰显了他的政治才能。　　在晋阳被围的艰难时期，赵襄子
也不忘维护自己的权威。当时官员们心生恐慌，礼仪随便，唯独高共不敢松懈做人臣的礼节。晋阳取
胜后，高共被封为头功。在赵襄子看来，为人臣就要有为臣的礼节，君臣之间有礼有节，才能维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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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及其家族的统治地位。　　赵襄子不仅有贤能，还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处事风格，义释豫让就是一个
很好的明证。　　豫让是智伯的门客，很为智伯器重。智氏被灭后，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骨作了器具，
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潜入赵襄子家的厕所，伺机刺杀赵襄子，未遂，被捕获，赵襄子佩服他的义勇
，放了他。豫让还是不甘心，用漆涂身，遍体生疮，口吞火炭，坏了嗓子，沿街乞讨，连妻子都不认
得他了。一天，赵襄子出行，豫让提前埋伏在桥下。赵襄子的车子行至桥上，马突然受惊，豫让被士
兵搜查出来，赵襄子脱口说，肯定是豫让！经审问果然是。豫让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对赵襄子说，
智伯以国土之礼待我，我就要用国士之礼来报答他，请求你脱下衣袍，让我剑刺，了却我为主尽忠之
愿。赵襄子觉着豫让真是一位难得的义士，当下满足了他的要求，豫让拔出剑来，神情肃然，刺破衣
袍，然后挥剑自刎。从这件事可看出，赵襄子的胆识和胸怀是远远超出常人的。　　在继嗣问题上，
赵襄子眼光放的长远，他和自己的父亲当年选嗣一样，完全从赵氏宗族的发展壮大来考虑。赵襄子有
五个儿子，他放弃自己的亲子，选定大哥伯鲁之孙赵浣为接班人。他的选择不仅赢得当时人们的敬重
，也维护了赵氏宗族内部的团结。公元前425年，赵襄子去世，赵浣继位，为献侯。赵襄子在位33年，
是赵国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功业，之后的赵国才能立于战国“七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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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同历史人物》“寓褒贬、别善恶”于史实之中，共收入上起春秋战国，下至1949年9月的历史
人物558人，成为建国以来大同市跨越年代最长、记述内容最为丰富的传记体历史著作。　　《大同历
史人物》中人物不仅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也闪烁着民族融合、边塞文化、军旅文化、商贸文化的
光华。透过他们的经历，有助于我们更为鲜活地了解大同、展示大同、宣传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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