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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千年遗珍

同川历史悠久，文明肇始较早。从
同河两岸台地上发现的房址、灰坑、陶片
与打制石器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
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至春秋战国时期，
城池开始出现，聚落逐渐发展成村落。
唐代以降，同川居民虽面临土地贫瘠、区
位偏僻等自然局限，仍通过发展农业推
动社会进步，形成兼具区域特色的文化
体系。目前遗存的青铜车帐顶、唐碑、陶
棺、古印、木匾、铁钟等历代文物，即印证
了同川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青铜车帐顶，1974 年出土于王北尧
古城地，据考证为春秋时期公卿级官员
所乘的马车构件。圆弧素顶无纹，顶周
侧带有用于拉引车帐篷的环勾，下为柱
式筒身。柱筒上有两组精致的蟠螭纹，
中部用素带纹将之分隔成上下两层。
柱筒内中空，用于插帐篷杆。在全国已
知的同类器物中，无论它的造型还是装
饰，都属最优。

赵村唐碑，全称为“为金龙圣神皇
帝修故伽蓝之碑”，系唐代武周时期重
要石刻遗存。该碑镌刻于长寿二年
（693 年），碑首呈半圆形，边饰二龙缠
绕；碑身作规整长方形，边饰以花草。
碑阳铭文详述同川官民为庆贺武则天
加尊“金龙圣神皇帝”之号而重修佛寺
的经过，碑阴则镌刻捐资者名录及官职
信息。此碑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其一，
碑文所载“同川府”为现存文献中关于
同川地名的最早确切记载；其二，其刊
立之时正值同川地区隶属五台县管辖，
故碑文中出现了东冶府、清凉府、金山
府等五台县境内的军事机构，以及五台
县录事、仓督、乡长等行政职官称谓，为
研究唐代地方军事与行政建制提供了
实证；其三，作为五台山地区现存纪年
最早的佛教碑刻，该碑不仅见证了武周
时期佛教发展盛况，也为考证唐代五台
山区域的军府设置、职官体系、姓氏宗
族及政教关系保存了珍贵的原始史料。

辽三彩四神陶棺，1983 年出土于南
河底村西墓葬。该陶棺由棺盖、棺身和
棺座组合而成。棺盖为前宽后窄的卷
棚式，边缘阴刻有浮云线饰，拱起的盖
顶上排列着五个微型宝瓶塔状饰物。
棺身正面有坡式屋顶，其下半启一对乳
钉纹门，左施黄釉，右施绿釉；左右两侧
分别浮雕青龙、白虎，后方下部为玄武，
正面脊兽作朱雀首形，四神汇聚。棺座
上浮雕有龙虎团纹、虎头纹、螭龙首、朱
雀等。整个陶棺色泽饱满，黄绿相间；
造型精巧，世所罕见。专家依其形制特
点和埋葬方式判断，器物年份为辽代，
等级为一级。

金代青铜官印，名“副提控在字
印”，上世纪 80 年代出土于城头村。印
面呈正方形，边长 7 厘米，上篆书阳文

“副提控在字印”。印背面左右两行阴
刻“兴定三年三月”“行宫礼部造”，上方
阴刻“副提控在字印”一行。查“副提
控”为金代武官职，负责军队的行军征
战事。“兴定”为金宣宗年号。兴定三年

（1219 年）正值金兵与蒙古大军在崞县
至太原一带交战之际，此方官印或为某
副提控迫于危急形势而匆匆掩埋的调
兵信物。

石鼓殿木匾，悬挂于天涯山石鼓神
祠内，为元代同川湾里张氏家族制作。
木匾上除竖刻“石鼓殿”三个苍劲大字外，
左右两边还刻有四行小字，记录了元代修
庙功德主及其后裔重修的历史。木匾三
面边板上饰以十条旋绕的飞龙，灵动而不
失皇封威严，堪称历代匾额之精品。

赵村铁钟，原悬挂于资福院山门钟
楼，明正统六年（1441年）三月铸。钟顶
为两条尾部相互缠绕的蛟龙，下饰佛教
梵文图案，以及祥云、花卉、八卦图等。
铁钟中部周身为浇筑文字。该铁钟铸
工精良，形体硕大，文字多达 946 字，是
不可多得的明代铸钟精品。

民俗：风情独特

同川在历史上曾隶属不同州县。
正是这种隶属关系的不断更迭，以及地
理和行政的双重边缘性，塑造了同川独
特的文化现象。就民间民俗而言，庙会
活动形式，与周边地区有很大不同。

盔甲社火，又名大社火、大马社火，
是同川地区特有的一种集舞蹈、武术、
杂技、民乐和军事排兵布阵为一体的民
间祭祀表演艺术。社火演员画脸谱，披
铠甲，戴头盔，背帅旗，手执刀枪，通过
布阵、对打、架势等表演，再现古代战场
的作战场面。演出中，战鼓紧密配合，
演出节目多为三国故事，如《盘河大战》

《官渡之战》《定军山》《天水关》《张飞夺
粮》等，每一出都分为走场亮相、单人演
武、败方布阵、胜方破阵、下战书、对打
等多个步骤，一节比一节精彩。

调鬼，是流行于赵村的一项民间哑
剧类社戏。其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
时期，唐代时达到鼎盛。主题是劝人向
善，勿生恶念，更不能做坏事。剧中的
角色有判官、猴子、张善婆、四小鬼等，
均由艺人头戴“鬼脸”扮演。舞蹈原始
而奇特，极富神秘色彩。2017 年赵村

“调鬼”被列入忻州市非遗名录后，这一
濒危剧种正通过数字化记录重现生机。

同川梨花会，是延续千年的一项为
梨花举办的庙会活动。同川是全国著
名的梨乡，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整个
同川晴雪绽放，香风不断。千百年来，
同川人将对梨花的崇拜升华成一种独
特的民俗活动——福寿山玉泉寺农历
二月初十“迎花会”。花会这天，四乡群
众穿盛装，摆香花供品，在玉泉寺与梨
园分别举办祈愿活动，迎接花期的到
来。到了农历四月初，同川的梨花已经
凋谢，树上结出了小梨。但老百姓依然
要在南同川柏塔寺举办“壮花会”，企
盼梨树多挂果，挂壮果。

同川伏水会，是古代夏季暑伏第一
日，在北社村举行的大型祈雨活动。每
年初伏日，同川五都八十三村民众轮流
组织社火队、戏剧班等，在北社村龙宫
圣母歇马殿前祭神跳社，祈祷阖川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伏水庙会一连举行三
天，每天都有不同的社火队伍在歇马殿
前表演精彩的节目。

老爷磨刀会，是温东社村的传统庙
会，每年农历五月十三至十五举办。会
前三天，庙会纠首率本村善男信女们先
到村中关帝大庙敬献供品，然后焚香叩
拜，祈求关老爷借蘸水磨刀的机会，将

雨露播洒大地。而后，在对面戏台上连
唱三天大戏，民间谓“磨刀会”。

村庄：钟灵毓秀

据方志记载，同川在明朝中期曾
有“八十三村半”。清光绪八年（1882
年）官方再次登记时，已减至 71 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平县辖同
川 村 庄 71 个 ，定 襄 县 辖 同 川村庄 13
个，合计84村。

最古村庄赵村。赵村为同川境内
最早建立的村庄之一。据民间传说，赵
村赵氏系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后裔分
支。赵国灭亡后，一支皇族子孙避祸迁
至同川。历经两千余年的繁衍生息，这
支赵氏如今依然人丁兴旺。

战国古城王北尧。王北尧村西有
一处叫“古城地”的区域，专家考证为春
秋战国古城遗址。其北有“皇城垴”，东
南残留城墙壑口。1974年，此地出土一
批春秋时期青铜器，剑、戈、镞、刀币等
器物均已散落民间，仅存青铜车帐顶一
件，现收藏于原平市博物馆，属国家一
级文物。

晋贤故里上社村。上社村素有“晋
贤故里”之称，因东晋名士郝隆而得
名。村中有郝氏祠堂一座，内存清同治
八年（1869 年）碑记：“郝隆，字佐治，东
晋名士，尝为征西官属，卒未得志。上
社村传为公故里，其家在焉。公裔世居
之，为望族。”清乾隆版《崞县志》中亦
载：“晋处士郝隆墓，县东一百里上社
村。”今村中郝姓居多，皆其后裔。

隋代县邑城头村。隋代设铜川县，
县治在今城头村。《隋书·地理志》载：“秀
容，旧置肆州，后齐又置平寇县。后周时
州徙雁门。开皇初置新兴郡铜川县。”

都督故里都庄村。都庄村宋元前
称“唐林庄”，相传元初该村李氏族人
李居祯被授大蒙古国广威将军，充崞州
节度判官，行敕副都督元帅，悬带金
牌，便宜行事。因李居祯曾任副都督元
帅，明朝推行里甲制时，村名改为“都
督里”，后改“里”为“庄”，称“都督庄”，
简称“都庄”。

望族之乡中三村。中三村张氏家族
百年间涌现出29位文臣武将，为元代同
川乃至崞县最显赫的名门望族。其中，张
仲琮与弟仲宽随元世祖讨金，屡立战功，
仲琮累官都督招讨使，仲宽任都统，兄弟
并为开国名将。仲琮子张居敬，至元初随
父征战，善谋略，灭金功居首，授秦南征行
军马总管；次子张居忠，至元元年（1264
年）以将家子袭爵商州千户。居敬、居忠
卒后，朝廷念其两代功勋，分别于南贾村、
湾里村建“千户坟”，敕令厚葬。

传统村落王东社。王东社村为同
川古建民居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之一，
2019 年 6 月入选住建部“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村中古街集中于东崖与棋盘
巷两处：东崖古时筑堡，有前后门，堡内
古巷两侧街门肃穆，沧桑古朴；棋盘巷
南北走向，长200余米，巷内多条巷道交
错如棋盘，南、北端分设“崇义巷”“增新
巷”石拱门。村内建筑布局各异，代表
了清代同川民居艺术巅峰，堪称研究传
统村落形态的“活化石”。

英才辈出北社村。北社村为同川
科举第一村。自明天顺八年（1464 年）
到清末450年间，李、梁两大家族共出进
士 7 名，举人 13 名，副榜、岁贡、生员不
计其数，素有“西街梁尚书东街李都堂”

“崞阳三凤”“父子两翰林”“一门五举
人”“七世二乡贤”等美誉。

革命中心西社村。辛亥革命期间，
续西峰以西社村为基地组建了北方首
支农民武装“忻代宁公团”，北伐大同，
打响了晋北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枪。受
其影响，西社村有 15 人加入同盟会，参
加公团者多达 50 余人。续西峰归乡期
间，各地志士云集于此共谋救国之道，
西 社 村 遂 被 誉 为“ 中 国 北 方 革 命 中
心”。续西峰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革命
北方领袖”。

将军之村西平村。辛亥革命以来，
西平村700余人中先后走出多位高级将
领。百年间将星璀璨，“将军之村”实至
名归。

古镇：双子并秀

同川历史上曾多处设镇。清代以
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商贸的持续
繁荣，同川逐渐形成宏道、东社双镇并
立之格局。

宏道镇旧称“横道”，地处定襄、原
平、五台三县交界，素有“三县通衢”之
称。据同川柏塔寺大铁钟铭文记载，明景
泰初年已正式称“镇”。清初，宏道镇与原
平镇、轩岗镇并称崞县三大重镇。古镇以
中央十字街为中心，分为南、北、东、西4大
街。清代及民国时期，东街为炭市，西街为
麻绳、皮革、牲畜市，南街主营粮食、蔬菜，
北街经营布匹、日用杂货。十字街周围摊
铺林立，沿街商铺中饼子铺、粉坊各40余
家，烧酒坊、麻绳铺各20余家。知名商号
包括炉铺“厚记”、杂货铺“天兴恒”“同记
亨”、饭铺“同兴元”“三盛元”、肉铺“德盛
元”“福盛元”等。1946 年 7 月人民政府
在镇上设立“宏道市”，并成立市场管理
委员会，登记在册的商户恢复至200户。
新中国成立后，宏道镇划归定襄县。
2011年统计显示，全镇商业网点459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亿元，集市贸易额
1.2亿元。2012年入选山西省首批“百镇建
设重点镇”。

东社镇（今同川镇）地处同川腹地，
明清时期发展为北同川最重要的商品
集散地。每月逢二、五、八为集日，集日
当天，不仅邻村民众，远至五台、定襄一
带的商贩也会来此进行土特产、日用品
及骡马交易。清光绪举人续恩纶在《重
修关帝诸庙复建文昌财神碑记》载：“同
川温家东社系阖川商务荟萃之区”。道
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修温家东社关
帝楼碑记》亦称：“二五八集，日中为市，
商贾往来，交易不绝，诚一川之胜境
也”。清道光年间正式设“镇”，为崞县
四大集镇之一。1944年10月，晋察冀边
区崞代县政府在东社街设市，称“东社
市”。1946 年为崞县八区区公所驻地。
1956年4月升级为乡级建置，称“东社集
镇乡”。1958 年为金瓜人民公社驻地。
1984年10月重新恢复镇建置。2021年2
月原平市管辖的同川区域合并，设立同
川镇，东社为镇政府驻地。

改革开放后，东社古镇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338国道、原宏公路穿镇而
过。镇区驻有法庭、派出所、联校、医院、
银行、工商所、税务所、邮电所、粮站、供
销社、电管站等19家单位。基础设施全
面升级，获“中国酥梨之乡”“生态优美乡
镇”“山西省农业旅游示范点”“科学技术
工作先进镇”等称号。2021年跻身“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行列。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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