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师生赴晋东南开展暑假田野作业

山西大学中国史学科有着百年的历史传承，历来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2013 年，我校历史文化学院专门成立“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以太行山为重点区域，

广泛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家谱、村志、碑刻、账册、书信等文献资料；并重视利用假期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深入田间村头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地方文献，感受历史现场。中心开展的田野

作业主要从区域史角度出发，以村落为单元，以庙宇和碑刻为抓手，通过逐村逐庙式地调查，

实现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变迁。

2018 年 7 月 8 日—8 月 20 日，中心郝平教授、孟伟教授、周亚副教授、魏晓锴副教授、

张霞博士、刘伟国博士、晏雪莲博士、杨建庭博士、杨波博士以及三十余位在读研究生、本

科生先后分为四批九个小组，对以黎城县和高平市为中心的晋东南区域开展了全方位、地毯

式地田野作业与文化普查。

黎城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以“古史层累说”而论，这里既有自神话时代起以女娲、

尧帝、炎帝等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又有千百年来以庙宇、村庄、晋商等为核心的民间传统文

化；更有八路军抗战期间在此留下的红色文化；以及近四十年来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

贫困”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全县共五镇四乡 251 个村庄。在为期五十余

天的暑假田野作业中，中心师生共调查了 169 个村庄，440 座庙宇，收集到碑刻 737 通，其

中旧碑 480 通。此外，还收集到大量历史时期的账本、票据、族谱、契约、村志、书信、书

籍等民间文献资料，收获颇丰。此外，高平田野工作队以“高平”为中心，兼及陵川、泽州、

阳城、长子、长治和壶关等区域，共调查了 7 县 97 个村庄 377 座庙宇，收集到碑刻 940 通，

其中旧碑 768 通。此次田野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多位文史

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本次以黎城和高平为中心的暑假田野作业，是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环太行

山田野作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心太行山民间文献数据库和资料数据化

建设；而且深化了中心师生对太行山传统村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

目“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与异地扶贫搬迁中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持续进展；更全面地

促进了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田野作业、文献搜集与整理、问题意识、语言表达、论文

写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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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田野工作队员在黎城设立的工作站前合影）



（图 2：黎城田野工作队在上遥镇漳河大坝合影）

（图 3：高平田野工作队在大粮山定林寺考察合影）



（图 4：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份《柏官庄主村公所派收粮款账》，孔家峧村郭海波收藏）

（图 5：工作队师生与地方学者座谈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