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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兴衰，也许在祖传
家业上略见一斑。康氏家族亦农亦
商，勤俭持家，也就有了康家古院
落。在排厦院西南不远处，有两座
三进制“康家四合院”，分东大院西
大院。分别从东、西两大门进去，外
院均为场地，一排南配房。往北各
有两个二街门，里面是并排四个二
进制四合院，进入二街门后，每个院
都是雕花门楼分为上下院。这里居
住着康家八兄弟，村里人都把他们
以财主相称。

村里还有一座人称康玉民院
的二进制四合院，大院大门朝西，
门南一间配房，对面一排车马棚，

南 房 三 间 。 二 门 从 西 北 侧 进 去 ，
正 房 三 间 两 房 ，左 右 各 带 一 间 耳
房 。 东 面 五 间 ，南 面 三 间 配 房 。
西 面 正 中 间 留 有 一 街 门 ，街 门 砖
雕 精 致 ，门 里 两 侧 墙 上 有 彩 色 壁
画。街门两侧各有两间配房。据
康 仁 发 介 绍 ，康 玉 民 是 他 父 亲 。
他 爷 爷 康 富 海 曾 在 天 津 开 干 果
铺 ，二 爷 爷 康 富 博 也 曾 在 天 津 开
木 器 厂 ，这 座 院 子 就 是 他 们 祖 先
在光绪年间购置的。

在村东南有座牌厦院，大门坐
西向东开，因为大门外北侧有一长
溜走廊，当地人俗称牌厦，就把这座
院子叫作牌厦院。这是康世元家老

院，属于“三进制”四合院落。康氏
家族经过几百年的耕读繁衍、经商
发展，才有了这座老院。牌厦院大
门两侧各三间配房，北面南面各两
间。二门进去南面是空旷的场地，
靠二门有座看门的小二楼。北面进
三门，里院正房五间，东西各三间厢
房。看得出这个小院是大院的中
心 ，设 计 精 湛 ，
用料讲究，处处
体 现 出 精 雕 细
刻、妙趣横生。

龙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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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在文水县城北有
泉常年涌出，周边形成了水潭。
水潭中有一石碑，上有隋唐著名
书 法 家 虞 世 南 书 写 的“ 泌 水 神
泉”四个大字。奇特的是人们透
过水面看到的字是凹进去的阴
刻，而真正用手一摸却字是凸出
来的阳刻。清光绪九年《文水县
志》“地利志”古迹中，这样记载：

“ 沁 水 名 碑 ，在 县 北 五 里 龙 泉
村 。 碑 系 虞 世 南 撰 书 ，阔 可 数
尺。屡奉文取之，愈掘愈下，竟
不 可 出 ，字 亦 多 剥 落 。 泌 水 久
涸 ，碑 亦 迷 失 ，不 可 仿 佛 踪 迹
矣。”当年“水涌三尺高，浇灌百
顷田”，泉水周边全是良田，泉水
旁边有个村庄，这就是龙泉村。

龙 泉 村 有 东 龙 泉 、西 龙 泉
之 说 。 东 龙 泉 南 北 较 长 ，有 南
北 街 两 条 ：老 爷 庙 街 、天 龙 庙
街 ；东 西 街 四 条 ：旗 杆 院 街、成
家 街（后 改 为 王 家 街）、韩 家
街 、后 街 ；另 有 一 条 从 老 爷 庙
街 的 五 道 爷 庙 直 到 西 南 村 口
的 斜 街 。 西 龙 泉 南 北 较 短 ，有
一 条 西 龙 泉 巷 ；东 西 街 有 两

条 ：东 西 正 街 、西 后 街 。 东 龙
泉 的 西 北 以 韩 姓 为 主 ，东 北 以
王 姓 为 主 ，西 南 以 李 姓 为 主 ，
东 南 以 康 姓 为 主 ；西 龙 泉 段
姓、贺姓较多。

“泌水神泉”由于涧河发水，
把泉淤埋，人们挖开水变小了，
便修成了井，旁边就修了座庙，
这就是井龙庙。井龙庙里有龙
行雨施壁画，庙门有副对联：“出
龙 门 风 调 雨 顺 ，回 龙 门 国 泰 民
安。”

历史上，在龙泉村东龙泉比
西龙泉的人口多。当时，村长是
东龙泉的康宁四，副村长是西龙
泉的郭定堂，一天，村里买回了
大量的木材，准备维修位于东龙
泉的老爷庙，不料第二天上午，
村长康宁四去世了。下午副村
长郭定堂马上组织车马，连夜把
木材抢运到了位于西龙泉的后
土庙。这样，后土庙增加了两个
偏殿，分别供奉着水母娘娘和马
王爷爷。随后，把抢运木材的四
月四日确定为马王爷庙会，成了
远近闻名的骡马大会。

龙泉村是龙形，后土庙是龙
头，龙泉寺和慈胜寺是龙身两
翼，魁星楼为龙尾。传说邻村沟
口也有条龙，西山是龙脉，沟口
出口为龙头，而沟口有座阁是龙
珠。龙泉龙在东，沟口龙在西，
中间是龙珠，合成了二龙戏珠。

龙泉村人杰地灵，村里一直
流传着李家有“一门六进士，叔侄
二翰林”之称。明天启五年《文水
县志》及清康熙十二年《文水县志》
的均在元代进士名录：“李秀、李
信、李逊、李让、李祯、李光祖，六李
皆同宗，见龙泉墓碑记。”至于叔
侄二翰林，没有找到有关记录，村
里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了。

龙泉村一带曾经流传着“龙泉
村，一半牲口一半人”。从前很多
家庭都以驮煤卖炭为生。天还不
亮，街上牲口的铃铛便响成一片，
男人们趁早上山去驮煤了。上午
回到村里，男人们才继续睡觉，女
人们喂牲口。下午男人们又会到
城东各村卖炭，生活比较艰辛。

龙泉曾有几座祠堂，韩家祠
堂在韩家街路北，成家祠堂在王
家街路南，康家祠堂在老爷庙路
东，还有的家族在固定家里或轮

流挂神轴，以祭祀先贤。
龙 泉 村 韩 氏 家 族 有 九 支

股。村东北有座文昌阁，是本村
韩氏三支股的社庙。每年二月
初三是文昌菩萨的生日，这三支
股韩氏家社便集中在文昌阁供
献。社里有四块耕地，大家用

“扣瓦瓦”的招标办法，把地租出
去，租金便是每年文昌菩萨的生
日祭拜活动的经费。祭拜仪式
结束后，大家把面塑莲花、干鲜
果等供品分发各户。

在西龙泉东西正街有张家四
处老院，路北三处院，其中两院为
二进院，一院为四合院，路南还有
一处院是牛房院，用于养牲口，放
车马。张家兄弟七个，老大张务
洪、老二张务滋、老三张务深兄弟
三人在北京经商。老五张务清继
承父业，农闲时就“捣砂子”。捣
砂就是将废弃的铸铁烧红然后在
坚硬的黑色大石头上将其捣成粉
末状，用于制作烟花爆竹配制火
药，捣好的铁砂大部分被祁县、太
谷收购。老六张务洁在下曲开食
品店，当年，在去西山为八路军送
盐的路上被日军杀害，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

勤劳的龙泉人也涌现出
了不少名流、富商和武将。村
里不仅有文臣、名流、富商的
旧居，也有以武艺出众、官居
要职的“武将”府第。

龙泉村东有座四栋宅院
组成的城堡式大院，是道光年
间“千总”王玉庆的古宅。“千
总”是明代官职，明代驻守京
师的京营兵分为三大营，设千
总、把总等领兵官，皆以功臣
担任。王玉庆有四个儿子，分
别叫王治公、王治平、王治安、
王治昌，他们均为监生，所以
古宅由四栋独立的两进院组
成。大院的南正门挂一块木
制立牌匾，上写“副守府”三
字，可见王玉庆由“千总”提为

“副守备”。“守备”是明代防守
城堡的武官职衔。在大门两
侧有两根高高的木制旗杆，旗
杆下部是两块石礅，旗杆上方
有木斗，顶部用锡铅铸成的圆
顶。由此，人称“旗杆院”。旗
杆两旁倚两院墙盖有牌厦，下
面挂有数块木制牌匾。

城堡式大院有三个拱形
大门，分设于东南北三面，大
马车可直接进院内。四院外

墙均有五米高城墙垛口，外看
像座城堡。四院格局基本相
同，均为里外二进制院。大街
门上方砖雕凸起，木雕也有很
强的立体感。进院后，中间一
个二街门。二街门门楼讲究，
里 外 都 有 两 根 木 柱 ，下 有 石
礅。门里侧有可开闭的屏风
扇，门顶上五脊六兽。里院正
房五间，中间三间是客厅，两
边 是 居 室 。 东 西 厢 房 各 两
间。外院也有东西厢房各两
间，南房三间。院落通道之间
相邻的后墙上开有窗户，以便
相会间联系。各院内都采用
双层门窗，木格雕工精湛，图
案精美。

旗杆院西北角有一小院，
因 院 里 有 棵 沙 果 树 ，称 之 为

“果子树院”，东北角有一“牛
房院”，东侧还有一“油坊院”，
果子院东面有一场院。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坟地
有个汉白玉砌筑的“石牌楼”，
下为石筑平台和碑座，上为四
根石柱支撑的石亭子。旁边
立有拴马柱，柱头石猴子栩栩
如生。现在这里的耕地名就
叫石牌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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