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1005 平遥
诞生银行鼻祖，奉献世遗瑰宝

山西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大同的云冈石窟、忻（xīn）
州的五台山(景观)，以及平遥古城。若说平遥古城能“古”到什么时
候，那甚至会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中，此地名为古陶，亦名平陶。
帝尧号陶唐氏，就因为最初封地在此(次封地在唐，在翼城附近，作
者依此说)。而在战国时期，平遥属赵国所有，地处三晋中心，四通
八达，所以被赵国称为“中都”，与邯郸、晋阳并列。北魏时期，为
避太武帝拓跋焘（dào）名讳，改为“平遥”，沿用至今。

平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因为其最完整保存了中国明清时期
的县城原貌。那时期，也是平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当时晋商崛起，
平遥作为晋商主要的发源地，一度发展成全国的商业金融中心。清朝
道光年间。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就诞生在平遥，其
分号遍布全国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是中国现
代银行的鼻祖。

随着晋商的没落，平遥城也沉寂下来，静静地度过了数十年时
光。不曾想，因为沉寂而导致明清古城原貌得以留存的幸运，成为平
遥再创辉煌的起点。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古城城墙、店铺、民宅、街道，这些写满沧桑的历史遗迹一时炙



（zhì）手可热，而国际平遥摄影大展的举行，更让传统与现代、古
老与时尚、历史与艺术进行了一次无缝对接。

平遥，正用新的方式，讲述自已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