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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仰宁 祁世坤

近来，永济政协组织历史文化学
者研讨村名文化，虞乡镇作为永济历
史上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地方，引发
了大家的讨论兴趣和热情。

历史源远流长

光绪十二年，虞乡知县何才价在
《虞乡县志序》里提到：“谨考虞之得
名，肇自有虞，既尔虞与芮质，既尔虞
与虢邻，在昔已称名胜，历历彪炳史
册间。迄今览其山川，东接解梁，西
连蒲坂，中条高亘于离宫，涑水横流
于坎位……”其意为：自有舜帝始，古
时为舜之后裔封国，是为虞舜之乡，
周又封周章、虞仲，地与芮、虢相邻。
据考此乃古虞国的地域，应是现今的
平陆、安邑一带，其渊源即是夏朝之
前的虞舜时代，有虞之国。

《虞乡县志序》中提到虞乡东接
解梁，这个解梁就是指现今的解州一
带。然而历史上的解梁，应是春秋五
霸之一的晋国属地解梁。《汉书·地理
志》有一条目：“猗氏、解、蒲反，有尧
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故曰蒲，秦
更名，（王）莽曰蒲城。”这说明古猗
氏、解、蒲阪曾迭为一地，最早称猗
氏，后又称解。解地多泽梁，称作解
梁。秦始皇因解有蒲阪，故曰蒲，然
后设蒲阪县，晋国赂秦五城，后还蒲
阪，汉称蒲为蒲反。

解虞之辩纷纭

自隋唐以后，大多认为解梁就是
后来的解州。其实解梁乃古解地，非
解州之地，这从汉书所记二十四县的
分法就一目了然。在《汉书·地理志》
关于河东郡的记载中提出：安邑为第
一县，大阳为第二县，两县不言自明，
是周朝虞国地盘。接下来才是猗氏、
解、蒲反三县，合为一条。

“安邑，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
南。魏绛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
有铁官、盐官。莽曰河东。大阳，吴
山在西，上有吴城，周武王封太伯后
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有天子
庙。莽曰勤田。”从《汉书·地理志》的
分法可见，解县在西，地靠（黄）河，东
接虞国。安邑有盐（池），大阳在南，
都属虞国。

《汉书·地理志》划清了古解与虞
国，以有盐（池）与无盐为界。这就说
明解地无盐，虞地有盐。盐之资源，
国之所赋。

此举关羽一例试为解析。关羽，
汉末三国时人。《三国志·蜀书·关张
马黄赵传》载：“关羽字云长，本字长
生，河东解人也。”说的应该是河东郡
解县人。如果东汉末的解县区域包
括现在的常平村，那么常平是关公故
里也没什么问题。如果东汉的解县
范围不到现在的常平村，那么说常平
村为关公故里就是值得怀疑的。河
东解人，是说关羽即是解人，决然到
不了虞国。今解州、常平都在盐池范
围内，显然汉代属虞国之地。

顾名思义，虞乡是古虞之乡，虞
即舜帝，虞国是舜之后国。虞国是舜
后商殷寻舜帝之后，封虞氏于此，始
有虞国。虞通吴，吴即虞。故大阳县
有吴山、吴城。

从绥化到虞乡

《旧 唐 书》说 ，北 魏 分 置 虞 乡

县。《元和郡县图志》载：“后魏孝文
帝改置南解县，属河东郡。周明帝
武成二年废南解县，别置绥化县，武
帝改绥化为虞乡。”由此可见，北周
时期，虞乡县被移设到绥化古城，其
地在今永济市开张镇东南。《太平寰
宇记》说：“至保定元年，改绥化为虞
乡县。绥化故城，后魏绥化郡及绥
化县所理（治）也。在县西北三十
里。周废。”

作为地名，历史上的虞乡是移动
的。先北魏在盐池南分置虞乡县；北
周将南解县并入绥化，绥化县并入虞
乡。虞乡第一次西扩规模达到解梁
古城附近。县治设在绥化古城。

接下来北周后期，又设解县于盐
池南。这是解县第一次进入古虞国
地域，县治在北魏虞乡县故址。隋初
又废新设解县，从绥化移虞乡。这就
是通常所说“虞乡自绥化来治”。《太
平寰宇记》说解县：“九年，自绥化故
城移虞乡县于废县理（治），即今县理
是也。”

按《元和郡县图志》，此时解县理
（治）：“盐池，在县东十里。女盐池
（今称硝池），在县西北三里。东西二
十五里，南北二十里。盐味少苦，不
及县东大池盐。俗言此池亢旱，盐即
凝结，如逢霖雨，盐则不生。今大池
与安邑县池总谓之雨池，官置使以领
之，每岁收利纳一百六十万贯。熨斗
陂，在县东北二十五里。通路自县东
南逾中条山，出白径，趋陕州之道
也。山岭参天，左右避立，间不容轨，
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白径岭
焉。”唐在石门设府兵折冲府。

由以上所记看，唐及之前解县县
理的位置，绝不在今解州，而是在安
邑大盐池西十里，女盐池东南三里，
此为白径岭下。今解州东二十里。

唐虞乡在王官

唐武德年，再一次分虞乡，东虞
乡析为解县，虞乡西移别置到“王官，
北二里”，辖原虞乡县西部。

此虞乡县在历朝地理志中，均称
在“王官北二里”，非今虞乡镇。而是
今永济市楼上村。《山西通志》虞乡县
有：虞乡县楼，司空图诗句，“南楼山
最秀，北路邑偏清”，可为参用。

虞乡至此达 600 年。元至元三
年，并入临晋县。大约近 500 年后，
清雍正八年，再分临晋县，设虞乡县。

解县自西汉始，经历 600 余年，
然后北魏分南北解，北解县属汾阴
郡，南解县属绥化郡。又一百年，并
入绥化县。

为什么县治不在古城地？因为
当时古城属北解县。那么绥化郡治

在哪里？后来别置绥化县并南解县，
把解梁古城设为绥化县城，然后虞乡
从东面盐池来并绥化县，县治疑为解
梁古城。又在盐池南设解县，分虞
乡，将虞乡从盐池移到了“王官北二
里”，解县从解梁移到了盐池。这就
是解县、虞乡的换位，由此可知虞乡
的历史沿革大约的情况。

河东解即虞乡

因为有了虞乡县与解县的位置
互换，接下来就有了以解州为解梁城
的错误。如前所举关羽之例，因为解
县发生了移动，到了关帝崇拜的鼎盛
时期，受关帝文化的影响，其帝庙和
家庙，都是后世解县移动以后形成此
论。我们说隋代，安邑及盐池一带与
蒲州并列为虞州，而唐末设解县，五
代设解州。从此开始混淆了虞国和
解梁。解梁的名字开始向盐池移动，
金代以解州城为解梁城，解梁城从解
梁故地迁徙到了虞国故地。从此解
地从汉代无盐（池）变为周隋有盐。

这里还有一典型例举，即唐代的
柳宗元自诩“解人柳宗元”说。秦统
一六国封柳下惠之裔柳安为得贤大
夫，称河东柳氏始（迁）祖，立解地为
郡望。唐代柳宗元自诩“河东解人”，
文中见于两处，一处是《亡友故秘书
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有“柳宗元，河
东解人”语，另文《杨氏子承之哀辞并
序》，有语“解人柳宗元”，此说应作何
解？《柳宗元大辞典》有“祖籍永济说”
条。当代研究学者中，有较多的人认
为柳宗元的祖籍是在今山西永济市
的虞乡镇。

部分学者认为，柳宗元按照历代
祖先的习惯自称“河东解人”的“解”，
是指汉代设立的解县，其地当时是较
宽的范围，包括了唐代的临晋、虞乡、
解县、蒲坂等一大片地区。当时的解
城是在唐代的临晋县境内。《元和郡
县志》介绍临晋、虞乡、解县等地时，
都指出是“本汉解县地也”。柳宗元
在为其叔父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
墓表》中，有“邑居于虞乡”的表述，指
明了他的家族所居住的具体地方是
在“本汉解县地也”的虞乡县。为什
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唐尊汉制”所
为。辞条理清了“河东解”即虞乡，但
表述解的范围却把唐解县归进古解，
唐解县属汉安邑县地，显然不合《汉
书地理志》所记，应予归正。

总之，虞乡之名，来自虞国，北魏
置县，北周西扩，并绥化入，隋回虞
州，地域甚广，唐析为二，东曰解县，
西为虞乡。治近王官，历六百年。元
至元三年，并入临晋。雍正八年，复
设虞乡，地近百梯，今镇尤在。

虞乡镇名历史沿革虞乡镇名历史沿革
□吴晓征

龙门于世人来说，绝非“浪”得虚名。
乾隆进士乔光烈在《游龙门记》中感慨：

“夫世言佳山水，夸观游之奇，浙江潮、匤庐瀑、
峨嵋雪、洞庭月，供赏悦而快登览者至矣。余
于龙门，更有进也。思禹功而怀明德，睹表里
以胜山河，分控秦晋之雄险，扼形势之要，彼匤
庐、洞庭僻在西南者曷以有是耶？况乎登东山
之岿然，俯万景之前陈，何雪与月而云勿宜？
而特夫游者之未数数至也。”

龙门位于河津市西北12公里的黄河峡谷
口，是晋陕峡谷的最南端。这里是秦晋两省的
枢纽，青山相对，大河飞涌，烟凝古桥，春鳞汲
浪。据《名山记》载：“黄河到此，直下千仞，水
浪起伏，如山如沸。两岸均悬崖断壁，唯‘神
龙’可越，故名‘龙门’。”

龙门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凿。《三才图会》
说：“夏禹定名龙门，故亦曰禹门渡。此处两山
壁立，状尽斧凿，河出其中，宽约百步。”龙门也
是传说中鱼跃龙门神话的发生地。每年冰化
雪消之时，有黄鲤自百川大海游集龙门之下，
竞相跳跃。一年之中，能跃上龙门者只有 72
尾。一登龙门，云雨随之，天火烧其尾。登不
上者，点额暴腮。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从
龙门溯水上行3公里处，形似门阙，故曰石门，
古书称其为龙门上口。石门上下，壁立如削，
水流湍急，山色波光，让人陶醉。东边悬壁上
有北魏时期开凿的大梯子崖。攀岩而上，直通
天际。魏孝文帝曾西巡至此祭祀大禹。这也
成为继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后，北魏第三
大旷世工程。如今，大梯子崖景区位列国家
4A，成为感受龙门山水的绝佳去处。“大禹治
水”“鱼跃龙门”的传说成为省级非遗保护项
目。

龙门山水形胜，人杰地灵。清代贡生张汾
宿的诗联道出了河津的千秋芳华：“莫谓人弗
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
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漫言地不灵，东
虎冈，西龙门，南来飞凤，北迎卧麟，这一带山
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

汲天地精华，抒万丈豪气，龙门山水独树
一帜。感自然造化，品人间烟火，寓龙门山水
于澄泥一砚，更是旷世之创举。

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始于秦汉，
兴于唐宋，千年岁月，炉火纯青。采汾河沉泥，
澄清滤渣，经风雨浸润，陈腐熟化。千般锤炼，
始成砚坯，精工细雕，百日阴干。澄泥砚在一
代代匠人矢志传承和创新中淬火新生。贮水
不涸、历寒不冰、发墨甚速、不损笔毫，数十系
列，上千品种，传于华夏，终成经典。2008年，
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而今“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寓自然于文化，寄品质于精神。砚里龙
门，浪遏飞舟，烧尾化龙，一跃冲天。

砚里龙门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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