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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旅游看方山。兔年春节，有“倒

福字”之称的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民居以独有的

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成为这个春节里最耀眼的

那颗星。

节日期间，笔者几次深入张家塔村，在不同

的时段，不同的地段，拍摄了大量张家塔民居的

特色照片，以飨读者。旨在给大家带来视觉享受

的同时，进一步宣传张家塔，推广古村落，让更多

的人了解张家塔，走近张家塔，感受张家塔，爱上

张家塔，为促进推动张家塔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起

到积极作用。

［延伸阅读］：张家塔民居最早的宅院建于清

代早期，此后历经 200 余年赵山及其后代不断修

建，到民国初年结束。整个民居建筑群平面布局

呈长方形，南北跨度约 1000 米，东西宽约 500 米。

坐落于海拔 1038.5至 1111.02米的黄土高坡上，坡

底距坡顶建筑位置高差 72.52 米。据方山文史资

料第 10 辑《张家塔民居考》和宅院门额题记记载，

此建筑群共有民宅 36 院，大部分为四合院布局，

依山而建，层楼叠院，随形生变，鳞次栉比，错落

有致，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是一处特色鲜明的清

代城堡式民宅建筑群。从对面山上远眺，张家塔

民居从上到下就像一座“宝塔”，也有人曾称似

“倒福字”，层层叠叠，令人惊叹。

民居大门十分考究，均辅以名人字匾进行镶

嵌或用吉祥鸟兽加以装饰，还有选用寓意深刻的

图案雕梁画栋，各院都有各式壁画，内容包括花

鸟鱼虫、诗词歌赋。

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目前，张家塔民居

保存较好，尚有残存民宅 29 院，其中窑洞 510 孔、

瓦房 175 问，大门 21 座、石碾石磨 9 副、村中人工

砌筑明暗水道 2215米。

2006 年，吕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2009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

历史文化名村

2016年，入选中国第四批传统村落

2022年，确定为山西省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

梁顶六院下三院

火红灯笼、皑皑白色映衬下的张家塔村落一角威风锣鼓、伞头秧歌助兴表演，助力乡村旅游（吕财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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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各色彩灯点亮下的张家塔村全貌

梁顶六院像巨轮，载着梦想再出发

错落有致的梁顶六院和条壕里五院一角 地下甬道院院相通，让你感受古民居的奇幻

张家塔民居东门

夕阳西下的张家塔民居辉煌至顶

下街区灯展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