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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
故事

晋商留下了许许多多宅院。这些宅院也凝聚
了文水人太多的乡愁，默默展示着家族的历史和
辉煌，记载着家族厚重的文化。其文化基因保存
完好，“活化”性保护、复兴、传承有序，成为农耕文
明不可再生的古宅。北辛店村的二十多座贺家老
宅，北街的李家大院，石侯的芦家楼儿院，西旧村
的温家宅院，陷家沟陷家荆山府，伯鱼的三槐堂，
南齐潘家的凤凰双展翅院，马东村的九座楼儿院，
沟口村牌厦巷的九门提督院，龙泉村四院组合的
城堡式大院，东庄村的梢马马院，南贤村的旗杆
院，王家堡村王锡嘏的高台四合院，南胡村的武举
人三进院，北胡村的王家当铺院，信贤东大街的双
楼院，西城村王家的十门套九院，段城村的七楼八
闷房……一座座古宅院，像一幅幅陈年水墨，让辛
勤的文水人描绘在绝好的宣纸上。千百年之后，
由墨色的焦、浓、重、淡、清产生的物象，依旧纯
香。陈旧其实也是一种美，它窖藏着岁月，蕴藏着
文化，珍藏着历史。“桃花流水杳然去，另有天地非
人间。”古村落蕴含的缠绵美质和古老情怀，隐藏
于青山绿水之间，潜居在原野丽川之中。

文水古宅院具有自己的特色，垛口高墙，插飞
锦瓦，猫头滴水，雕甍绣槛，金辉兽面，彩焕螭头。
敦厚的砖雕垂花门，门板上密密麻麻的蘑菇钉，木
雕菱花纹木窗，照壁和门楼上木雕、石雕、砖雕的
各种花草、人兽、典故传说的图案，精雕细刻、栩栩
如生、生动活泼，既奢华却不庸俗，古典中透露张
扬，雅致却不失高贵，檐梁壁沿，石柱窗棂，或祥云
凤鸟，或树草花叶，灰青砖块上的精致图案，或如
自然风物，或似神迹图腾，显示着工匠的精湛技
艺。

乡愁是空间的远方，更是时间的过去，是对传
统文化的坚守和继承。文水民居是优秀的传统建
筑文化遗产，是民居艺术珍品，它是文水民俗与传
统文化的载体，是文水晋商精神的体现。这一座
座民居不仅体现了晋商的步履，还给故乡垒砌着
难以磨灭的印记。

乡村是人类最初始的记忆和赖以生存的家园。文水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地方，遍布着众多历史悠久的传
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它体现着文水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村镇空间格
局，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散落在村镇空间的民居，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成为文水民
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走进文水传统村落的历史，
洞悉人世间沧桑的岁月，随着扑
面而来的古朴气息，步入香火鼎
盛的寺庙圣地，在重重院落中惊
叹巧夺天工、荟萃古今的建筑；
在曲曲回廊里，凝眸那栩栩如
生、琳琅满目的壁画；在肃穆静
寂时，聆听那轻吟梵唱，感悟深
邃的微妙禅机……至于那四大
镇、八小镇，七十二个对对村，牵
起了文水乡村情融于水的自然
联系。

晋商的崛起有两个关键因
素，明代实行“开中制”和清代开
发边疆，都催化了晋商兴盛。文
水人历来重视经商，过去曾把

“住地方”做买卖，置于诸职业的
首位，渐渐出现了文水独特的掌
柜现象。正是晋商文化与农耕
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典型的大院
文化，赚了钱的商人就会在家乡
置地修房。山西民居是中国传
统民居建筑的一个重要流派，在
中国民居中，山西民居和皖南民
居齐名，一向有“北山西，南皖
南”的说法。山西民居中，最富
庶、最华丽的民居要数汾河一带
的民居了。而汾河流域的民居，
最具代表性的又数祁县和平遥
以及文水沿汾河一带。山西民
居与其他地区传统民居的共同
特点都是聚族而居，坐北朝南，
注重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

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
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
长。

文水民居一般有几种，一是
砖瓦四合院式，民宅建筑大多为
城堡式的四合院或三合院。从
外表看，四面高墙，顶有垛口。
砖瓦房屋顶有三种：一出水瓦
房，前低后高，水从前檐流下；两
出水瓦房，中间高两边低，水从
屋中间分流；平房，后略高于前
垫泥土，上用方砖铺顶。墙体一
般内用土坯砌外用砖砌，俗称

“里生外熟墙”。二是阁楼式，有
的建筑是二、三层筒楼，也有的
是二层独角楼。用青砖直砌楼
顶，内有木梯可上至楼顶。四面
各开一个圆头小窗口，以便登高
望远。楼顶四面墙筑垛口，十分
壮观。三是“闷房院”，把院中的
上房修成四面墙体直砌房顶，屋
顶平面插灰，临街的三面修垛口
射眼，向院内的一面修一米多高
的砖雕花墙，正房正中开门饰以
门楼，门扇门框包裹铁皮，其余
次间各开一个小窗，以防范盗
贼。四是窑洞式，就是在黄土地
上挖出洞穴以供居住，也有地基
用土和砖石砌高，上面建砖碹拱
形窑洞。五是组合式，有二进
院、三进院、多进院，有对对院、
梢马马院、凤凰展翅院等，甚至
有联串几个大院形成建筑群的。

清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
部》中对房屋有许多论断，关于
向背：“屋以面南为正向。然不
可必得，则面北者宜虚其后，以
受南薰。”即：屋子以面朝南为正
向，然而不可能所有的屋子都能
面朝南，因此面朝北的屋子应当
在后面留出空地，如此才能接受
南面的阳光。关于高下：“房舍
忌似平原，须有高下之势，不独
园圃为然，居宅亦应如是。前卑
后高，理之常也。”即：房舍最忌
讳像平原一样，应当有高下起伏
的态势，不仅园林应当如此，住
宅也应当如此。前面低后面高，
这是常理。关于途径：“径莫便
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故作
迂途，以取别致者，必另开耳门
一扇，以便家人之奔走，急则开
之，缓则闭之，斯雅俗俱利，而理
致兼收矣。”即：道路没有比直径
更便利的了，也没有比幽径更妙
的了。只是故意铺设弯路来追
求别致，一定要另开一扇耳门，
来方便家人来回进出，急用的时
候能够打开，如此雅俗两方面都
做到了，而且义理跟情趣都兼顾
了。关于出檐深浅：“居宅无论
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

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
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
病于过峻。故柱不宜长，长为招
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
薮；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
即：住宅不管精致还是粗糙，都
是以能够遮风挡雨为贵。有的
宅院虽然有画栋雕梁，琼楼玉
栏，只能供晴天消遣，却无法在
雨天供人使用，不是太过宽敞，
就是太过高大。因此柱子不应
当太长，太长的话就无法挡雨；
窗子不应当太多，太多的话就成
了藏风的窟窿；务必要让虚实参
半，长短适当。

文水一带房屋建筑正是这
些论断的实践者，这些房屋大多
为梁柱式木结构，构成了典型合
理的梁柱式木结构建筑与砖石
窑洞式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
且结构附件装饰均绚丽精致。
如穿廊结构上的斗拱、额坊、雀
替、坊头等处的木刻件及柱础
石、墙基石等石刻装饰件，形式
多样，做工极佳。充分体现了中
国古代北方民居“坚固、实用、美
观”的建筑特点。其院落布局，
虽大都为多进式院落，但样式多
变，组合得体。

是一户人家贫富的象征，所谓“门第
等次”即为此意。文水现存传统民居街
门虽多数衰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繁荣
与辉煌。门楼类型按材料分为木结构街
门、砖雕砖砌街门和砖木混合结构街门；
按艺术风格分为中式街门和欧式街门；
中式街门分木框架和砖砌，按形制分为
广亮式、抱厦式和垂花式。门楼上砖雕
或木雕图案颇为讲究，寓意深远。特别
是门上匾额，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门脸，
一进门就能看出这个家庭的门第层次、
道德修养、思想情感、处世哲学、精神寄
托以及对未来的追求。

门匾以最简练的方式，言简意赅地
体现了人们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处
世哲学，以雅俗共赏、寓意深刻的风貌召
唤着真善美，晓喻着是与非，激荡着人的
心魄，铸造着人的灵魂。它题旨广泛，内
容纷繁，深入浅出，意义深远，一个门匾
就是解读一个家庭的卷首导言，阐释一
个门第的点睛之笔，无不闪现着极其亮
丽的文明之光，无不蕴藏着极其深厚的
文化内涵。匾额文化内涵主要通过门扁

这一独特的形式，揭示出一种特定的文
化现象，反映了人们特定的文化心理结
构，这种心理结构就是我们常讲的精神
寄托。向往美好、追求圆满，是一个永恒
的主题，因此门匾语也正是围绕着这一
主题而竞相生发，纷呈异彩的。有表现
趋吉求安心理的，如“凝瑞宅”“五福临
门”“紫阁生辉”“松竹梅”“寿山福海”“紫
气东来”等，有表现兴家立业心理的，如

“愿三多”“后益劲”“本固枝荣”“源远流
长”“光前裕后”“耕读第”“耕读传家”“敦
诗笃礼”“躬耕乐道”“勤能补拙”“俭可养
廉”等，有表现喻理劝世心理的，如“孝为
先”“和为贵”“笃礼崇义”“尚德崇礼”“仁
义为本”“进德修业”“清风正气”“宁静致
远”等，有表现壮怀明志心理的，如“大展
鸿图”“壮志凌云”“鸿鹄壮志”“鹏程万
里”“甲秀乡梓”“步步登高”等。除此之
外，还有不少的门匾语反映了人们含而
不露的心理，或以物寄情，或以景壮志，
或以虚喻实，或以此及彼，如“适山居”

“听涛宅”“鸢飞鱼跃”“松风竹雨”“春兰
秋菊”“钟灵毓秀”“风花雪月”等。

晋代《书·杨轲传》记载：“常卧土床，
覆以布被，裸寝其中。”这里的土床就是
指土炕。《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写道：

“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而寝室起居其
上，谓之炕，以取其暖。”由于它的取暖功
能十分明显，又方便实用，所以过去土炕
不但在普通百姓家相当普及，即使在钟
鸣鼎食之家的高屋华堂里，它也常占有
一席之地。

农家锅灶的灶膛直通土炕，土炕由
土坯砌成，炕内烟道盘曲，一端连着灶
膛，一端直通墙壁中的烟囱。当灶膛内
烧火做饭时，烟火便通过弯曲的烟道给
土炕加热，即使灶膛内熄了火，土炕吸收
的热量仍经久不散。睡在这铺有苇席的
土炕上，会感到通体温暖，舒舒坦坦。尤

其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躺在
这暖烘烘的热炕上，便有一种特殊的幸
福感和安全感。难怪有人把幸福生活概
括为“老婆孩子热炕头”。“热炕头”竟
成了村民对幸福朴实的追求目标，成了
他们心目中舒适安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睡土炕”还有治疗疾病的功效，土炕
既能包容大千，又能体贴入微；既能扶正
祛邪，又能调理阴阳。土炕的炕沿有的
是砖砌起来，老人们常给孩子们出谜语：

“一溜黑狗，打死不走。”寒冷的冬天围坐
在热乎乎的炕上，听长辈们给小孩讲故
事，这也是兄弟姐妹的一大乐事。有的
农家院子里还垒着鸡窝，散养着几只公
鸡和母鸡，旁边还拴条狗，也许这就是个
标准的农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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