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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一种人才选拔考试，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

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的是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隋朝统一全国

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

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 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唐朝时期，科举制

度逐渐完备起来。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

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明经、进士两科是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太宗称“天下英雄

尽入吾彀中矣”，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宋代的科举，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

为减少，放宽了录取范围，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

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

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

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

义、论、策取士。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

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

通称监生。监生可以直接做官。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

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

生员。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

径。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以

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这里对清朝的科举程序

和办法作介绍：

县试。也称童子试。由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读书儿童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

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

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

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

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

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

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

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

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

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考官阅卷后按成绩发榜，榜上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

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依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

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

一图、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

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考中童

生后可称“入泮”。

府试。清时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

即本府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

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

试可至五、六场。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院试考秀才。府

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考秀才时指定录取为秀才。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随着沁州考院的修复、扩建，沁州乡试经

过知州姚学瑛提请山西学政批准，不再赴潞州考试，诸生免予调考之

苦，是给沁州学子办了一件大好事。

院试。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才能参加由省学政主持的

在府里举行的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正式名称是“提

督学政”，每省各一人。以中央各部侍郎、京堂、部属等官或进士出身人

员简用。三年一任。于子、卯、午、酉乡试年分和八月由北京钦命简放，分

省分远近，按驿前往各省，于年终到任。学政的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

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

戍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

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俗称“藩台”）衙门，准备赴省参加

乡试，即考举人。岁考则为对已进过学的秀才的成绩考查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考一

等者叫“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由公家发给一定生活费，“廪”是国家粮仓的

意思，“廪生”全称叫“廪膳生员”即按月向公家粮仓领口粮的学生。清代沁州廪生名额

是 30 人。考的最不好的可以处罚，革去顶戴。已进学的秀才在原籍，每遇岁考，必须参

加。俗话说：“秀才好作岁考难”，就是指此。岁考清初均《四书》文二篇，经文一篇。乾隆

后，岁考八股一篇，经文一篇，试帖诗五言八韵一首，默写《圣谕广训》一则。科考《四书

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是为乡试作准备。考试日寅正点名，

即日交卷，书法馆阁体。

省学政赴各府举行科、岁试，在查考这些老秀才的同时，另择日期考试各县的童

生，因学政都带有翰林院编修或检讨的职衔，所以童生接受学政的考试，叫作“院试”。

考场叫贡院、试院，或叫考棚。正场考《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

考试时学政亲自点名，核对十分严格。担任保证人的廪生（即上届岁、科考一等每月领

公费的老秀才）指认清楚，搜查所带文具物品等等，领弥封卷进场封门，题目写在木牌或

牌灯上，人扛了在场中四周行走，参加考试的抄下题目作八股文，两文一诗，当天交卷。

学政第二天还可以提覆，即指名面试某人。然后还有复试一场。经过县、府、院试三关通

过，榜上有名，才能“进学”，考中生员，也称诸生，俗称秀才。童生考秀才，在年龄上没有

限制，可十三、四岁，也可五、六十岁。秀才如遇乡试年分，可到省城参加乡试。若考中举

人，那就算有了出路。如考不中，回到县里，继续作秀才，还要继续参加岁考、科考。如三

次或五次不参加岁试、科试，便取消秀才资格。

生员出贡，自元代起，历代通行省选贡士。延至清代，屡有更易。清代，贡生有岁

贡、恩贡、优贡、拔贡、副贡、例贡共六类。岁贡是以府、州、县学食廪年深者俟次

升贡，府学岁贡 1 名，州学岁贡 2 名，县学岁贡 1 名。恩贡是逢国家庆典或皇室喜庆

之年增选的一届贡生。岁贡和恩贡均由学政选拔，并送礼部复试后入国子监读书。拔

贡是在每 12 年由学政会同巡抚于科考列入一、二等的生员中选考一次，每次府学贡 2

名，州、县学各贡 1 名。拔贡试两场，在省城试后参加朝考录用。优贡是在每 3 年学

政任满前会同巡抚于全省文行兼优的廪、增生中选拔 3～4 名。选拔考试分两场进行，

考前列者送礼部复核，参加朝考授官。副贡是乡试的备取，亦称副榜，副贡可直接入

国子监读书。生员捐资取得贡生的为例贡，可入国子监读书，但同上述五类贡生不

同，不算正途。

乡试。秀才考举人，谓之乡试。乡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进行，为

正科。遇万寿或特殊庆典，加试一科，叫恩科。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乡试日期在

秋季中秋节前后举行，也称秋闱。八月初九为第一场 （正场），考 《四书》 文三篇，

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与试者初九寅时进场，初十下午开始出场。考生在试场内过

夜。十一日考生休息一日，十二日再进场，考经文五篇。十三日出场。十五日再进

场，考策问五道。考举人由京城放正、副主考来主持，正、副主考有钦差身份，地

方官总督、巡抚隆重接送，负责办理考试事宜，各省都盖有专门考试举子的贡院，

规模十分宏大。一般都建在城内东南方，内大堂、号舍、明远楼等主要建筑各省都

一样。只是号舍多少不同。各省正、副主考官，清初出身不限，康熙十年以后，专

用进士出身人员。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均经过考试，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

士、各部侍郎、阁学、三品京堂均可参加考试，曰“大考差”。不过参试人员均由

各衙门保送，考差是御试，即皇帝主持，乾、嘉而后，多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

行。考差初行时，结果名单公布，稍后即密定名次，陆续简发，先放边远省分，然

后放邻近省分，最后放顺天府主考。考举人时，考生所有文上墨笔写的卷子，全由

抄手用银石朱红笔重新抄过，分给各阅卷官看，主要是防止因认识笔迹而作弊，这叫

“石朱卷”。等决定取中后，再与“墨卷”核对。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科举考试，头年秋天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即

考进士。而且旅途费用是公家发给，所以叫“公车”。会试考中者称贡士、中式进

士，第一名称会元。乡试、会试、殿试都考第一，就叫“连中三元”。会试每逢丑、

未、辰、戍年举行为正科。遇有万寿等恩科，有乡试恩科，也有会试恩科。会试在

北京贡院举行。三月初九、初十第一场，十二、十三第二场，十五、十六为第三

场。由钦派正总裁一人、副总裁三人、同考官十八人主持。会试考不中者，可以隔

三年继续考。连续三次不中者，择优授以官职，最高授以知县，称为“举人大挑”，

也有未被“大挑”活到老，考到老的。

殿试。会试榜上有名，即可参加殿试，不过只是根据成绩重新排列名词，并

无黜落。殿试在四月二十一日举行，由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考中后就是钦定的

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

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

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

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

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知县等。

沁州历代科举及第者甚多。据州志载，宋朝至清朝咸丰年间，进士 29 人、武

进士 3 人，举人 99 人、武举 39 人，各类贡生 572 人。清代沁县出现了进士科举之

家：县城张孝扬和张孝扌呈一家明清两朝 4 人中进士，5 人中举，当时人称“一门三

进士，两代五举人”“沁人举业之盛，无出张氏右者”。有五世六进士之家，徐村

吴王典家族由清初至中期五世六进士、四举人、八贡生，声誉超过了张家。沁县考中

进士人中，佼佼者首推徐村吴王典，其十八岁，即于顺治甲午科乡试中举人，已亥科

会试又中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清圣祖玄烨曾亲书对联“无技喜

推天下士，有怀爱读古人书”赐之。徐村吴氏和梅沟张氏之家，屡出进士举人，素

有科举世家之誉。元王村因生员众多，时称“文元王”。周围邻县则誉沁州为耕读

传家，地灵人杰。

科举考试有固定的模式，在清代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结构有一定的程式，

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当时的科

举考试，考场戒备森严，对营私舞弊者责罚甚严。但因社会流弊痼疾太深，以致无

法杜绝。咸丰末年、同治初年，沁州元王廪生卫子良，曾三次受人重金收买，冒名

顶替他人考试，三中举人，三卖功名，成为考场中暗传轶闻。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

止，经历了 1300 多年，对中国以至东亚、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初日本、

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八世纪时

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今天的考

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清代科举考试概述
王著 整理

光辉历程

1939 年 7 月日军打通白晋线以后，次村

一带就划归太行区武东县管辖，我们习惯叫路

东地区。由于敌人分割和管辖不同的关系，路

东抗日斗争情况在沁县抗战史中很少反映。

刘文彬是次村乡上村人，1938 年参加革

命，抗战期间一直在路东坚持斗争，曾担任该

区委的组织委员，对次村区的党组织及武装斗

争情况了如指掌。刘文彬同志离休后 （离休前

曾任太钢分厂厂长、太钢纪检委员等职、十三

级干部） 于 1986 年 8 月 8 日，向我讲述了次

村区的斗争详情。他本想邀请当时的老同志张

贵诚、阎维舟、常海文、常守安、刘庆川等来

共同回忆，但最终未能如愿，因而只以个人的

亲历亲闻予以口述。由于本文很长，故将他的

回忆分为三部分呈献给读者。第一部分，刘文

彬个人斗争经历；第二部分，上村区的党的建

设及组织沿革；第三部分，上村区武装斗争及

烈士。

第一部分 刘文彬的斗争经历
我是次村乡上村人，14 岁考入沁县一高，

住 40、42 班，郭维藩校长每礼拜讲一次时事，

我受到爱国启蒙教育，后因得伤寒病退学回

家，高小只读了两个学期。1938 年 7 月我报名

参加了沁县人民自卫队第三期干部培训，地址

在一高校。那时宋涛任自卫队总队长，卫益堂

（青秀人，在西宁工作） 负责管理。培训时给

我们发有二十余支老旧的七九枪和老毛瑟枪，

每人一身灰军装。八一这天，在操场召开了一

次拥蒋抗战大会，有万数人参加，史怀璧县长

还讲了话，会上杀了三个汉奸，城墙上面挤满

了人。

培训结束后，十月我被分配上村编村自

卫队中队长，时副大队长陈如璧。记得上村编

村第六任编村长是山坡田明德，第七任是松村

骈子岗，第八任是小东岭的阎雷。上村编村当

时管辖的村庄有：上村、檀山岭、崔家庄、余

坡、姚家岭、刘家庄、钞沟、徐家庄、周家

庄、石科、郭家庄、泊立、大湾、凹顶上、大

道上、寨上、蒿洼岩、后底沟、花豹沟、东岭

掌沟、学腰、杏树脑、南凹、圪土达岩、水凹、

余岭、北岭、马步庄、金银底、石岩角、砖

对、坟凹、松树岩、浦池、料浆坡、暴家庄、

石不池、狼卧沟、枣树庄、官地角、老黄角、

盘道、魏家寨、何家沟、小庄、李家庄共大小

44 处，分为十六闾，号称东八闾、西八闾、

四中队各负责四闾。

在我当中队长两、三个月，1938 年年底，

编村介绍我去决死队沁源定阳兵工厂工作，在

定阳西沟分厂制做手榴弹。1939 年 7 月，日军

大扫荡，薄一波在楼斗苗沟对我们 500 多工人

讲，现在敌人开始大扫荡，我们生产不能进

行，要打仗了，让决死队护送你们去老窑科受

训，等扫荡完后继续生产。于是我们就随部队

转移，在青龙沟遇到敌人，部队被打散了，我

们这一拨三十多人就又返到楼斗苗沟去找专

署。到了那里正是刘季荪主任在吃饭，我们要

求他带我们走，他们不带我们。我们决定返回

沁县，那时沁县已被敌人占领，白晋线已切

断。我们从大桥沟过路回到上村。1939 年底，

我们二十多人联合起来，联系上路东办事处，

让常勉才 （次村人，太原师范毕业） 出面与农

救会常铁矛联系，在小岭底集中“工友队”开

办鞋帽厂，我们则还是凭技术生产手榴弹，以

后搬到花豹沟，工人已发展到五六十人。生产

手榴弹的化铁炉是从合庄拉去的，过去合庄村

有个小铸铁厂，日本人来后就把炉子埋了。幸

亏靠埋炉的一个武乡人指点地点，我们才搞

到这个铁炉。我们这个厂靠区上拨粮拨款，

老百姓给送炭，把各村庙上的大铁钟拉来，

用生铁换旧犁铧，每星期开炉化铁一次，武

乡的暴春木负责翻砂做铁壳子，我负责搞磷

药发火、爆发装置，王家沟康金义旋木把子，

杨家庄马旦合成火药。每次开炉做了壳子后，

大部分铁水都生产了生活农业用的犁铧、炉

条、钎、镢等用具，手榴弹共做了 300 多颗。

1940 年从开春生产、到年底，七、八月的时

间，40 年冬季敌人大扫荡开始就不能干了，

把工具暂时埋掉，情报讲敌人撤了，我们就

挖出设备再干，我们生产的手榴弹是供应游

击队杀敌的好武器。

1941 年 6 月 1 日，太行太岳正式分家，

以白晋路为界的路东地区由武东县接管，李

务之来全权接管后，给我们工人动员讲话说，

现在环境恶劣，存在困难，上级决定铁厂搬

到后方与柳沟、黄崖洞兵工厂合并，设备要

交回去，愿去的工人还当工人，干部还任干

部，不愿去的留下继续对敌斗争，我不想去

就留在了当地。

1940 年百团大战，由于敌强我弱，敌人

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我们留下的人就反对上

村维持。我们以王安云为首住在余坡，靠砍树

拉板做粪桶挣钱来维持生活，当我们共九人有

我、常海文、刘富春、王安云、王三

元、郭臭小等。那时伪一区区长是荆

村的阎和义，他给上村的富户讲，维

持了的好处是不烧不杀不抢，不然就

要烧杀抢，并且他还常常来抢粮，但

他们也害怕，一次我们三个民兵跑到

山上向他们开了二枪，结果伪军立马就吓散

了。 （以后上村演戏民兵打掉阎区长半个耳

朵），以后敌人又来烧杀了一回，形势对我不

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过左导致脱离群众，

全县的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就留下上村编村不维

持，所以在日军的高压之下，我区委也根据斗

争的形势需要，决定让我们维持，派我们的人

去搞“二面政权”。这样选派了个本村人王正

岗 （即王水旺，后在公安部某局任科长） 当会

计，会长让我大哥刘文道干，他死活不当，最

后区委讲明情况，他这才上任。1941 年后半

年，我们全面反维持斗争开始，在抓维持会

时，我方预先让他们躲避开，而把其余维持会

的人都扣了起来，又进行查账，看维持会给敌

人的开支是否正确，不该花的退，谁花谁退。

这样弄出个王娃能，他是第一任维持会长，在

大桥沟哨棚上与敌人吸料子，送东西，这些钱

都让他退出了。

历经一段时间的斗争考验后，1941 年 7

月 15 日王正岗介绍我、王海江、刘文玉光荣

加入了共产党，并宣布我担任上村武委会主

任。我之前担任上村行政村的工救会主席，

我分管西八闾各村。到 1944 年我担任了区委

会组织委员。我记得第一任组织委员是武乡

高岭村的王运元，正是他批准我们入党的，

是武乡工农干部，后在暴家峪被敌人抓去杀

害的。第二任组织委员是武乡南亭村的李梦

松，也被敌人抓去，后救出养病，我是第三

任，我当三年。

沁县解放后，次村区交回沁县后，我任

一区区委副书记 （区政府在长盛村），和区长

胡金旺在白家沟、阎家沟、大桥沟开展反奸清

算工作。1946 年 12 月 23 日，我们根据肖文玉

指派，路东二个副书记，路西二个副区长去沁

源的地委报到，我们四人被分派到吕梁区开辟

工作。汾孝战役后，我们作为第三批调干，去

了吕梁七分区，我先在乡宁县任区长、区委书

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2 年从地方干

部选调到太钢任分厂厂长、书记，直到总厂纪

检委，行政十三级，职称是机械工程师，1959

年我发明了卸车制，在太钢的四大革新成果之

一，受到嘉奖。

路 东 抗 战
———刘文彬回忆抗战中上村路东斗争

李国庆

峥嵘数千里山河，东耸太行，西倚太岳，南
襟上党，北锁晋阳。莽苍苍，万山环列；险重重，
要地屏障。试登临覆甑绝顶，眺沟壑纵横、川岭
间杂处，涅河侧流，后河中行，徐水左出，白玉右
来，竞相奔，千水回旋汇浊漳。兼之五湖围城，万
泉棋布，或泛舟采莲、渔歌晚唱，或垂钓撒网、飞
瀑流光；顾盼间，听皇后七星泉喷珠溅玉，池头
赤龙泉草曳鱼翔，通玄祠单泉独奏，十亩草坪、
柏林寺脚，挖坑掘土泉现水淌。形胜这般多娇，
叹处处史话异景愈令神往。龟滩落雁，乱柳闻
莺，华山泻雪，石罅鼓响，本已引历代文人墨客
流连忘返，高吟低唱；棋盘山炎帝肇棋，檀山九
顶彩凤来仪，圪芦河畔彭祖奇遇，沁阳湖牛郎织
女等美丽传说，更将此地艳裹浓妆。休说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似我这钟灵毓秀、景色如画，既无
台风海啸，又无酷暑寒霜，思当今天下，岂不是
江南无此韵、北国水之乡？

浩瀚五千载春秋，西周封邑，隋唐称州，宋
置威胜，元改义郡。路漫漫，阏与不再；史悠悠，
铜革是犹存。倘徜徉时空隧道，看绳纹古币、篆简
楷碑地，羊舌肇宫，王通设账，吴王典入相，康熙御
文，才辈出，贤士良臣唱大风。况乃英雄不朽，遗
址星罗，有北魏石刻、李熹墓冢，有陶潜碑贴，杜
丰石陵；恍惚中，闻赵奢骁骑旅计破秦军，高欢
虎贲兵北战南征，徐懋公铜川举义，一介草根、
仁胜田虎，铁马金戈威震太行。前史如此凝重，
问滚滚后世风云谁与争锋？抗日烽火，做眼沁
州，东路会议，西林整军，曾几令上下党政要人
击节赞赏、驰电效行；万宝全领先大庆，财贸“三
通”举国震动，厂校办学首开改革，韩万金培育
雷锋之殷殷壮举，屡获领袖激情推崇。莫道人已
远去，史已尘封，且相看穷则思变，变则通神，不
唯科技在手，而且精神永存，待异日擂台，定再
获神州新楷模、圆梦真英雄！

壮美沁州
王更虎

三位本土文化学者联手破局

浊漳河流域历史地位或将提升

华夏文明源于晋东南？但至今缺乏足够的
科学探究和考古实证。7 月 13 日，王中庆、李国
强、杨彦文等三位文化学者就浊漳河流域远古
文明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在沁县展开深入交流，
将联手对浊漳河远古文明定位展开攻关。

近年来，我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远古
史研究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漳河流域成为学界
远古史研究的重点。2010 年以来，国家博物馆多
次组织浊漳河流域考古，在浊漳西源发现几十
处仰韶到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址，并且在 亭镇
虎口村发现了先商文化重型器七足蛋型瓮等器
物，是上党文化史研究新的依据。沁县学者王中
庆先生对于先商部族在浊漳河上游形成、壮大，
逐步向东南迁徙的学术论断至此得到考古印
证。王先生研究认为沁县乌苏（阏与）及周边区

域是先商民族祖居的核心区，他撰写的 《阏与
史迹蠡测》 学术论文，引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
广泛重视，北大教授刘绪、山西考古专家王克
林、国家博物馆专家雷生霖等亲临沁县参与考
察论证。认为王先生研究颇有价值，与“先商
文化漳河型”理论学者研究方向基本吻合，为
浊漳流域远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观
点新依据。

另两位本土学者，都是从事星相观测和研
究的专家，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襄垣文博馆李
国强先生从事日相立杆测影十多年，对古代服
务农耕生产的四时八节以及天地经纬、“河图洛
书”文化进行科学解读，从而将农耕文明肇始的
中心区域锁定在浊漳河流域，即上党核心区。武
乡文化学者杨彦文，从事观星观象研究多年，提
出了中国年文化起源于上党地区的新观点。三
位学者研究对象均为浊漳河流域古代文明，他
们的发现对于上党历史地位以及地域文化定位
具有重大意义。

三位学者分别从各自研究的不同侧面入
手，认为商族起源、农耕（炎帝）文化、中国年文
化均源于浊漳河流域，即上党地区。为了推动上
党历史文化研究，三位学者将联合历史和考古
学者，不同学科的共同攻关，系统论证浊漳河
（上党）文化渊源及历史地位，为华夏文明起源
于晋东南提供科学依据，大步提升上党地域文
化的历史地位。

厂虎

（长联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