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市，堪称是文明之源、古

建之都、古堡之城、红色之乡。2021 年是晋城市文物保

护研究中心砥砺奋进的一年，我们大力推动了社会教育

和研学工作，完成了 13 项展览和 50 多次社教活动，受

到了省市文物部门和晋城市民的一致好评 ; 同时由岳莉

培和靳妮两位同志编写的《行走的文博课堂系列丛书》

如期完成，这套丛书共分为《走进大阳古镇》《走进晋

城古代文明》《走进古建筑》《走进太行古堡》四个系

列，这套丛书涵盖了晋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

古建以及重要的军事战场堡寨等内容。

2021 年为了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孩子们的心灵，我

们推出了“雨露工程”系列青少年社会教育教学活动。

同时 2021 年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通知要求要进一步提升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

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强支撑。为了充分发挥博物馆和学校

相结合的教育功能，深入推进我市中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丰富未成年人“第二课堂”活动，形成博物馆与学校相

结合的教育体系，我们组织编写了本套丛书。

于细微处见初心



岳莉培和靳妮两位同志都是教师出身，都是在晋城博物馆

建馆之初就通过公开招考走上社教岗位的，早在 2005 年就共

同策划发起了“行走的文博课堂”公益社教活动，至今已走入

了几十所中小学，在老师和家长们中广获好评。可以说她们是

最了解到博物馆参观的孩子们所思所想，这套丛书包含了她们

十几年的工作心血，这套丛书的编印为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

心的中小学生研学提供了文化读本，标志着晋城博物馆的社教

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二一年十二月



堡 : 在《辞海》注释为“土筑的小城”，由“保”和“土”

组成，可以说堡就是土筑的、用来防御保家的聚落或居住地，

它最初的功能就是防御抵抗，保护家园。作为东方古堡之城

的晋城市现有 117 座明清古城堡群，广泛分布在沁河及其支

流丹河流域范围内的晋城各县市，太行古堡和福建土楼群、

广东开平碉楼群一样，都是地域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的一

朵古建奇葩。

 晋城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建城堡的历史由来

已久。三家分晋始有端氏，战国时期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

是两千多年前沁河流域古城堡出现的大背景，于是这里便有

了白起屯兵的屯城、驻扎的武安城、马邑城、王离城等。宋

金时期是晋城修建古堡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时期，太行抗金忠

义砦除了《沁水县志》所记载的七处，还有沁水的土沃、梁山，

阳城境内的忠寨、义城、荆底，以及泽州境内的焦赞城等，

不知留下了多少豪杰的故事。明朝末年，沁河两岸又出现了

成批的城堡，这是由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刀枪促成的，我们现

在看到的大部分保存完整的城堡都是这个时期留下的。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了解窦庄古堡、皇城相府、湘峪古堡、

柳氏民居、砥洎城等沁河流域的几座特色城堡来解读太行古

堡的密码。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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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沁河流域留下的大量古城堡就像散落在沁河沿岸

的颗颗珍珠，沁河如丝如线将它们串在了一起，成为今天我

们品读晋城文化、解读古堡密码的首选之地。古堡是带有防

御的性质，那为什么在沁河流域会有这么多的古堡出现呢？

我们一起来探究其原因：

丰腴的土地形成了充裕的农耕经济

沁河进入沁水的端氏后，地势逐渐平缓，于是在这里形成

了大片的河谷台地。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再加上充足的

水源，这一切促成了这一地区农耕经济的相对发达，可以说

是旱涝保收，为古代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这里聚集

了比较多的人口。

繁荣的工商业造就了一方富庶

除了充裕的农耕经济，沁河流域还有着众多类型的手工业

和繁荣的商业经济。沁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冶

炼业和煤炭采掘业，丰富着当地人的经济生活，沁河沿岸普

遍存有明清时期留下的“铁山”。丰腴的土地、众多的手工业，

繁荣的商业贸易，造就了一大批手握重金的财主、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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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入仕人数众多

众多官僚集聚了天下财富，左右着一方的政治。充裕的粮

食，富庶的经济，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于是读书入仕便

成为可能。在沁水阳城接壤的沁河流域，仅明清两代就有进

士数十人，著名的有明万历吏部尚书王国光、工部尚书刘东

星、天启年间大理寺卿张五典、明代崇祯年间户部尚书孙居

相、天启年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相、“德积一门九进士，

恩荣三世六翰林”的陈氏家族等。

战火的蹂躏让古堡的修建成为必然

崇祯元年，明末深重的社会危机全国爆发，陕北的王嘉胤

率先揭竿而起，攻城略地，转战陕西、山西一带。崇祯四年

五月，农民军由河曲进入沁水，围攻窦庄，但由于窦庄早在

天启年间就开始在张五典的带领之下修建了城堡，所以成功

击退了流寇的进攻。而沁河两岸富庶的村镇，大多难于幸免。

窦庄堡的守城御敌成功为沁河流域的官僚绅士做出了榜样，

此后沁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的古堡群。

让我们一起走进沁河流域的特色古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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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庄古堡被称为太行深处的“小北京”，又有“夫人城”

的美誉，它首开沁河流域城堡建筑的先河，《明史》中记载

的 54 座巍巍壮观的古堡寨就是在窦庄的影响下而修建的。

窦庄位于沁水县城东部 50 公里处，三面环水，沁河自北

向南蜿蜒而过，村落选址在沁河西岸河谷平地上。现存古建

筑面积约 40000 余平方米，80% 的古建筑保存完好，现存城

墙 500 余米，南城门一座，小北门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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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变

北宋初年，身为皇族后裔的窦家后人官场失意，为避祸端，

从陕西扶风迁徙于窦庄落脚，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

数百年后，江山代谢，为窦家守墓的贫苦农民张家之子

张五典，发奋读书，考取功名，终于在明朝万历年间中了进

士，担任过户部江西司主事，南京大理寺卿等官职。为官期

间，张五典曾处理过河南、山东等地的民变，目睹了灾荒遍

地的情形，预感到了大明王朝即将天下大乱。明天启年间，

其子张铨为抗清战死辽东战场，年过花甲的张五典告老回乡，

开始修筑窦庄城堡，3 年后病故，由儿媳张铨之妻霍氏继续主

持营造。

窦庄历时七年修建完工，东西、南北各长均 500 米，修

筑城墙 2000 余米，整体布局呈“卍”形，内有东、西、南、

北四条街和四条小巷。街巷与城墙交接处设城门楼，东、西、南、

北四大四小建有八座城门楼，加上祖居尚书府所修小城——

“瓮城”，共九门，故有九关，合称九门九关。窦庄城堡形

状类似紫禁城，不仅结实坚固，而且气派豪华，让没见过世

面的乡亲大开眼界，称之为“小北京”。

张五典死后不久，陕西果然发生民变，农民军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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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沁河而上。沁水、阳城一带繁华肥沃的土地让他们兴奋不

已。这些穷困潦倒，来自陕西黄土高原的农民军迅速洗劫了

周边村庄，开始围攻窦庄。此时的窦庄，张五典之子张铨殉

国，儿孙们也都在外为官，家里只有张铨的妻子霍氏当家。

族人请霍氏夫人远走避难。霍氏夫人说：“避贼而出，家不保；

出而遇贼，身更不保。不如盍死于家”。

霍氏夫人将庄中男丁 67 人，壮妇 43 人，全部组织起来，

组成护庄兵丁，日夜习武，看守庄园 , 起义军曾三次攻打窦庄，

最多一次以 3 万之众围攻 , 窦庄在霍氏夫人的率领下，英勇抗

击，激战三天三夜，坚守城堡不破。加之霍夫人的小儿子张

道浚率兵从外围两次突袭，终于保全了窦庄。

窦庄霍氏的壮举朝野震动，明朝兵备道王肇生为此专门上

疏，褒扬“窦庄城”为“夫人城”，皇帝还亲赐御笔“燕桂传芳”。

建筑特色

（1）城门城墙

窦庄城墙高 3 丈，墙厚 5 尺，周长 1680 米。墙头筑有城

垛、炮台、瞭望口等。四角高筑五层碉楼，八面设窗，使楼

外山水尽收眼底。如有来犯之敌，数十里外无所遁形。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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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条石，上为青砖，内添砖土。部分城段修有暗道与城内

建筑及城外建筑相连同，便于防守出入。城外绕墙设置藏兵

洞，每洞可容 5 人藏身。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高而窄狭，

宽不容车。四门之外，各设瓮城一道，高大雄伟，森严睨傲。

城内四门之间，互不串通，各成一区，自我封闭，以备战时

一门失守，殃及其他。

窦庄城墙

堡内现存城墙 500 余米，南城门一座，小北门一座。南

门为明兵部尚书张五典为避兵祸于天启年间筑城时同建，整

体高 3 丈，下建拱顶门，门头镶嵌砖匾上刻“南门”二字，

城楼顶建有炮台瞭望孔。南门前挖深壕用以排放村西之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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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护城河，并设有吊桥相通。整个建筑巍峨屹立，颇为壮观。

小北门与城同筑，砖碹拱顶并装有铁门，开门出入方便，

闭门无处可通，小门即内城门，此所谓外城门通街，内城门

通巷，与小北门所通者为九宅巷，即小北关，为九门九关之

一关。

（2）窦庄尚书府

尚书府下宅，建于明天启年间，是张五典的经典之作，

最有特色的是其门头装饰。门头斗拱层叠交错，气派非凡，

下部由四根十米高的通天石柱支撑，似有一发千钧之感。四

柱前后四组抱鼓石沧桑古朴，精美绝伦。斗拱叠出九层，为

窦庄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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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正一品的规

制。门头有三层

木质匾额，中层

刻有“尚书府”

三个大字，两侧

影壁简洁大气，

斑驳苍黄。整座

门楼散发着浓浓

的官家和历史气

韵。

（3）古公堂

古 公 堂 是 我

国现存非常罕见

的一处早于洪洞

苏三监狱的吏治

类古建筑，位 于 村北，由公堂和地牢两部分组成。它的建筑

风格和普通民居有明显的不同：一是普通民居是主房高，两

侧厢房低，而古公堂则是厢房高中间低。二是与普通民房不

同古公堂门小窗大。主房威严肃穆，两边的厢房为协议厅。

如果有人来打官司，首先在两边的协议厅进行调解，如调解

尚书府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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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再到主审厅审理，体现了中国人和为贵的理念，因此

古公堂的格局便是两边高中间低。审理后，如某方有罪，就

要被关进公堂西侧的地牢，白天强迫罪犯推磨作为惩罚，晚

上将其锁在铁环上，因此当地老百姓习惯称坐牢为推磨。

窦庄古公堂

查询有关张五典之子忠烈公张铨在辽东战场为国捐躯的

相关事迹。

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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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古堡中我们最熟悉的当属皇城相府。皇城相府

是一处罕见的集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的建筑群，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

它总面积 3.6 万平方米，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官居民宅，

鳞次栉比。建筑群分为内城、外城两个部分，内城斗筑居建

于明崇祯五年，为明代建筑风格，尤其七层百尺河山楼及附

属建筑藏兵洞，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也显示出古城堡的风格。

外城中道庄完工于康熙 42 年，是陈廷敬入阁拜相以后修建的。

皇城相府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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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

皇城，因康熙皇帝两次下榻而得名。相府则是清文渊阁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阅官，

曾辅佐康熙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代名相陈廷敬的府邸。

相府主人陈廷敬，21 岁中进士，在朝为官 53 年，担任康

熙皇帝的老师 35 年，不仅是集满汉文化于一身的大学者，更

是康熙朝的股肱大臣，先后任职于工部、吏部、户部、刑部、

礼部等重要部门，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皇帝评价他“房

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赞誉

他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和诗人。

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明

清两朝共涌现出了 41 位贡生、19 位举人，并有 9 人中进士，

6 人入翰林，乾隆皇帝曾亲书“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

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陈氏家族也被誉为中国清代北方第

一文化大家族。

内城斗筑居

受到了窦庄成功御敌的启发，崇祯五年陈氏族人在浙江

道监察御史陈昌言（陈廷敬的伯伯）和陈昌期、陈昌奇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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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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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的带领下开始修建高达百尺的河山楼，从正月动工到七月

就完成了，就在当年保存了全族一千余人的性命，足见当时

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作为一座民用军事防御堡垒，河山楼

的设计非常科学，考虑极为周详。它取名源于“河山为囿”，

是一座高达 23 米的七层碉楼，楼内备有水井、石碾、石磨等

生活设施。为防火攻里面还设有两道楼门，外面为石门，门

后用杠栓防护，三层以上才设有窗户。进入堡垒的石门高悬

于二层之上，通过长长的吊桥与地面相通。楼顶设有垛口与

堞楼用作瞭望观望敌情，也可作为作战时抛掷、放箭时的窗口。

底层辟有秘密地道，便于转移逃生。楼层之间还构筑了棚板

来囤积物需，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河山楼虽因战乱

而建，但在和平时期仍具有揽胜功能。

河山楼竣工的第二年，陈廷敬伯父陈昌言取“小小斗筑，

足以容膝”之意，筹资修建内城“斗筑居”，将河山楼，世德居、

树德居等建筑囊括其中。斗筑居坐东朝西，为不规则长方形，

东西相距 71.5 米，南北相距 161.75 米。城墙仅用七个月全部

完工，城头遍设垛口，城墙内四周设五层 125 孔的藏兵洞，

为战时家丁垛夫藏身休憩之处。藏兵洞大多为窑洞式建筑，

地势较高，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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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字典博物馆

中华字典博物馆位于树德院，它是相府最早的院落，

是 陈 廷 敬 的 曾 祖 父 陈 三 乐 居 住 的 地 方。 中 华 字 典 博 物 馆

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是我国第一座以字典为主题的

专 题 博 物 馆。 原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民 进 中 央 主

席、 著 名 语 言 学 家 许 嘉 璐 先 生 亲 自 题 匾、 揭 牌、 赠 书。

本 馆 以 相 府 主 人 陈 廷 敬 主 编 的《 康 熙 字 典》 为 核 心， 展

示了中国字书文化的发展演变史，馆内藏书 20000 多册。 

中华字典博物馆由中国字典发展史展示和字典收藏两大部分

组成。展示部分设在三个院落的第一层，共十个展室。收藏

内城斗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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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设在三个院落的二楼，分五个典藏阁。另外，还有四间字典名

人堂。

外城中道庄

领略了内城的鬼斧神工，我们一起去畅游外城中道庄。

外城完工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它紧依内城西墙而筑，

比西城略短，平面呈正方形，东西宽 106 米，南北长 100 米。主要

建筑有御书楼、冢宰第、石牌坊、西花园、小姐院等。

   御书楼

来到皇城相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御书楼”。御书楼，因藏有

康熙御笔而得名，建于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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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庄大门

御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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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2 岁高龄的陈廷敬曾多次请求告老还乡，均被康熙帝

婉言谢绝。当年十一月，他再次因耳疾力请辞官，终于获得

恩准，但仍留京负责《康熙字典》的编修，康熙帝对他更加

关怀有加，经常到他寓所探望。次年二月康熙帝再次到他书

房巡视，看到陈廷敬不顾体弱 多病，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地

审编字典时备受感动，当即御笔亲书“午亭山村”和“春归

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这副匾联赐予陈廷敬，对他

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并动情地说：“朕特

书此匾赐卿，自此不与人写字。“午亭”为陈廷敬的晚号。

陈廷敬去世后，他的三儿子陈壮履将御书建楼珍藏，以示纪念。

   石牌坊

牌坊在古代是用来宣扬礼教，标榜功德或者起装饰性作

用的建筑物。同样，这两座石牌坊也是陈氏家族用来标榜功

德的功德牌坊。大牌坊建于康熙 38 年 ( 也就是公元 1699 年 )，

是陈廷敬再次出任吏部尚书时奉旨而建的。它的结构，四柱

三楼，斗拱四出，枋额雕龙刻凤，基座瑞兽环拥，给人们一

种隆重庄严的感觉。牌楼的正上方刻有“冢宰总宪”四个大

字，“冢宰”是百官之首的吏部尚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

央组织部和人社部部长，“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

负责监察百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检委书记和国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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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部部长。在“冢宰总宪”下方有四格文字，我们重点看一

下正中最下方一格，从右往左、上下上下依次看：“戊戌科

赐进士正一品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吏、户、刑、工四部尚

书，都察院掌院士左都御史陈廷敬。”这是陈廷敬当时所任

官职的具体名称。清朝中央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陈廷敬曾在四部担任最高职务——尚书 (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

大牌坊（景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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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并在礼部担任左侍郎（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朝

中的大小官职几乎做遍，最后拜相入阁，声名显赫。在封建

社会推崇“父以子贵，妇随夫荣”的礼制，清制规定一品官

可赐给官员本身以上三辈同样的官职，赐予官员本身的叫授，

赐予他们的父母及祖先，生者叫“封”，逝者称“赠”，多

次封赠称为“累封”、“累赠”。因此，以上分别是陈廷敬

父亲陈昌期，祖父陈经济，曾祖父陈三乐多次被封赠的官职。

两边偏门上分别刻有“一门衍泽”和“五世承恩”八个大字，

指的是陈氏一门五代都受到皇帝的恩赐。下面的小字部分详

细记载着陈廷敬的同门八兄弟 ( 除三弟早逝外 ) 及其三个儿子

所授的官职。您再看左边最下方一格“丁丑科会魁赐二甲第

八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陈壮履”，这就是陈廷敬的小儿子

陈壮履担任的官职。陈壮履不但高中会魁，而且中进士时只

有 17 岁，人称神童。因此陈家“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

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美誉名扬三晋，朝野共知。

牌坊上除详细的文字记载外，美仑美奂的雕刻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

我们再去看一下前面的小牌坊，两柱一门，它建于清顺

治十四年 (1657 年 )，也就是陈廷敬乡试中举之年。其正面刻

有“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尉陈秀”至“儒林郎浙江道监察御史

陈昌言”等 6 人的名字和官职 ; 背面刻有“嘉靖甲辰科进士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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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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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至“顺治丁酉科举人陈敬”等 6 人的科举功名。其中，

陈天佑是陈氏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他的爷爷陈秀则是陈家

历史上第一个外出做官的。而陈昌言则是在陈廷敬之前家族

中最大的官，先为明朝御史，后入清廷，担任提督江南学政，

不仅文章做的好，字也写得不错，皇城内城现存的很多碑文

都出自他的手笔。“顺治丁酉科举人陈敬”，指的是陈廷敬，

陈敬是他之前的名字，之所以改名字，还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陈廷敬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在殿试

列榜时，还有一个顺天府通州的陈敬也榜上有名，顺治皇帝

下令给泽州的陈敬加“廷”字以便于区分，就这样便称名陈

廷敬了。

   大学士第

漫步总宪府，门楼高大，威严壮观，在大门上方有“总宪府”

三个大字，在陈廷敬拜相入阁后又在外面的两柱间加上了“大

学士第”匾额一块。康熙 42 年，陈廷敬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

吏部尚书，这里被称为“大学士第”，即大学士陈廷敬府邸

的意思，清初大学士大概相当于宰相，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相

府院”。“总宪府”则是后世人们为感念陈廷敬任都察院左

都御史时为官清廉，选贤任能而补挂的。一进大门是这座雕

工精美的照壁，正中雕刻的是“麒麟吐玉”，寓意陈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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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繁荣昌盛吉祥如意。两边的民间八宝和四艺吉祥图案，

显示出主人的风雅、高贵和门第的尊荣显赫。

“大学士第”的建筑装饰既仿古、仿旧 ( 东方的 )，又仿真、

写实 ( 西方的 )，开清代颖细繁密的先河。这些装饰题材，以

寓意、比喻的手法寄托着主人的理想和希望，表现了不同层

次人们的审美观点。该院落的主建筑，正面为迎客大厅，康

熙曾经两次在这儿做客。康熙三十九年 (1700 年 )，为表彰陈

廷敬的丰功伟绩，康熙皇帝为陈廷敬题写了“点翰堂”之匾额，

大学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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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匾额被挂在大厅上方以示荣耀。

   小姐院  

闺中女儿多些事，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这里无论是幽雅

的布局，还是精致的陈设，都向我们传递着闺中人缕缕不断

的情丝。小姐院位于相府的东南角上，是陈廷敬三个女儿及

孙女陈静渊等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正房是一个二层建筑，

叫“闺房“或“绣楼“。小姐院的屋顶没有屋脊和兽头，形

式采用卷棚顶，风格独特，屋身低矮，充分说明陈氏家族尊

崇“男尊女卑”的封建礼制。

正房中间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 ( 蔡文姬、李清照、上官婉

儿、卓文君 ) 的折叠条屏，她们被树为小姐们学习的楷模。隔

点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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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门下雕有二十四孝图，“孝道”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陈

家小姐从小就在这里耳濡目染接受孝文化的熏陶，以使她们做到在

家孝父母，出嫁敬公婆。香樟木浮雕“百鸟朝凤”，上面有为数众

多的珍鸟围着凤凰翩翩起舞，表达了陈氏家族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

墙上悬挂“女孝经”图，是古代女子应尊崇的教育经典。

   西花园

西花园这方园林紧靠西城墙，是陈家小姐及女眷们休闲娱乐、

小姐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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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风赏月的场所。蚌池，暗喻小姐们是陈家的掌上明珠。这

个小花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假山、鱼池、花圃、回廊等设施

一应俱全，小巧玲珑，精丽典雅。

西花园

观看电视剧《一代名相陈廷敬》，参观国家 5A 级景区

皇城相府。

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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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峪古堡位于沁水县东南部郑村镇湘峪村，享有“中国

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的美誉，是明万历年间户部尚书

孙居相、天启年间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相兄弟的故里。它

北依凤凰山，南临湘峪河，东接洞阳山，西连虎谷峰。城堡

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竣工于明崇祯七年（1634

年），历时二十年，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城堡占地面积约

32500 平方米，城堡分布三街九巷，明代建筑遗留 34 处，清

代建筑遗留 8 处。

湘峪古堡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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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峪原名相谷，谷与峪同义。“有谷而无山水”，所以

有碍风水，孙氏后人便在原名基础上添“水”加“山”，故

成“湘峪”。城堡内建有迷宫般的“串珠式”与“走廊式”

藏兵洞，被专家誉为民间军事工程巅峰之作，南门“宸薰”

门额镶嵌于石墙，在山西众多古城古堡中尚属孤例。城内帅

府院、双插花院、邀月楼院、视履考祥院、三都堂等古建星

罗棋布。整体街巷布局为“三横九纵”，平面图呈现“棋盘”

形，寓意这个地方是“万物根邸”，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古城“棋

高一着”，也完全符合古城主人孙氏兄弟“正气直言”的品

格和“铁面御史”的身份。

湘峪双杰

铁面御史孙居相（1560—1634）：子伯辅，万历二十年

中进士。他的父亲孙辰，曾经担任过山东恩县知县，孙氏兄

弟四人分别为居相、可相、鼎相、立相，孙居相与孙鼎相入《明

史》，孙可相也走入了仕途，孙立相则留在村中，开设私塾

从事文化教育。孙居相历任湖北恩县县令、南京御史台御史、

巡按漕运使、光禄寺少卿、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

吏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官职。

孙居相为政多年，作为一名言官，一腔正气、嫉恶如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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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言敢谏、清正廉洁的形象特立独行于明末险恶的的仕途

中。在南京任职七年，被其弹劾而受到处分的贪官污吏达三十

余人。孙居相做言官令人敬佩，做事情也有章有法。天之将倾，

独木难撑，孙居相被魏忠贤之流列入东林党人名录，崇祯皇

帝的怨怒，他被贬官谪戍潞州，崇祯七年，满怀遗恨逝于戍所，

终年 75 岁。

孙鼎相（1564 ～约 1628），字叔享，又字玉阳，别号涧

泉居士。万历二十六年 (1598) 中进士，授南直隶松江府推官。

40 岁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之后，任兵部武选司主事、礼部

主客司主事，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

天启三年（1623）任肃州兵备道；天启四年回朝，任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不久，巡抚湖广，天启六年（1626），被阉党

弹劾罢官回乡；二年后的崇祯元年（1628），起任户部右侍

郎不久返乡，79 岁辞世。

孙鼎相和他的兄长孙居相一样，为人忠厚平和，清正公廉，

被后人评价为“身为射的，志不稍挫，盖古君子也”，在民

间也留下了“三都上殿，文武打颤”的威名。

城墙与藏兵洞

隔着湘峪河对岸观城，外来的人都会被那高居崖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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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相连的城墙所震撼。古城城墙长约 300 米，修建在岸边的

峭壁和陡坡上，城墙的最高处有 25 米，气势宏伟，因此又被

称为“摩崖古堡”。藏兵洞就藏在城墙之中，整个藏兵洞均

为砖石结构的窑洞式建筑，洞体宽大，洞洞相连。每个藏兵

洞东西两侧各开一门，成为出入通道。这条笔直的通道就像

一条线，将各个藏兵洞串联成一体，称为“串珠式”。在“串

珠式”的藏兵洞中，只需守住或堵住一门，便可以断绝藏兵

洞的东西交通，敌军一旦攻入洞内，每一道门都可以成为抵

御进攻的关口。在藏兵洞后部，还有一条笔直的通道，每个

藏兵洞均有一门与走廊相通，称为“走廊式”。这样的藏兵

洞既可以各自为战，又可以通过后廊相互协防。

湘峪古堡的藏兵洞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的功能

合为一体，这种极富创造力的设计和优良的建筑质量成为冷

兵器时代防御工事的杰出典范。

湘峪古堡的城墙与藏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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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宅

官宅不仅仅是其主人孙鼎相声望和在村中举足轻重的历

史地位，还是由于它本身建筑的独特性。“文武衡鉴”院是

第一进院落，第二进院落为“四部首司”院的牌匾。推门而入，

一座气势逼人的五层高楼迎面而来。正房名曰“瞭望楼”，

俗称“看家楼”或者“一览楼”，楼共 5 层，高约 25 米，面

阔 3 间，以条石为基础，条石上则通体青砖砌筑，硬山楼顶，

覆以灰瓦，巍峨耸立、雄伟壮观，在整个村中鹤立鸡群，被

瞭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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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为中国北方保存最好的明代高层民居建筑。人处于高

高的阁楼之上，可以看到对面的烽火台，方便进行指挥和观

察敌情。一览楼东侧的台阶下方，有隐蔽的拱券门可通往内

城墙的巷道。院落之间四通八达，联系紧密，有多条线路可

以连通，这亦是湘峪古城的一大特色。

双插花院

双插花院又叫探花院，是湘峪村又一座很有特色的院落，

地处古堡的险要位置，距西南岗楼和南城门都很近，占有重

要的军事地位。因此，在院落的空间规划和建筑形式上均有

防御的考虑。

双插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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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插花院”第一进院落为孙立相长子孙如金居所，由

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组成，均为两层。第二进院落是沁

河流域古村落中最为独特的一座院落，既有四合院的特征，

又突破了四合院的传统建筑，彰显了主人强烈的创新精神和

中国古代风水的玄学文化意识。它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两

侧耳房高出中间主房，中间主房是三层，两侧耳房却是四层，

好像俩塔竖立在两边。既有欧式建筑风格，又像中国古代两

边插花的官帽，所以称其为双插花院。这个院两边高出来的

地方，又不对称，东面是一间，而西面是两间。古代考中探

花的人在官帽上一边插一朵花，一边插两朵花，所以这个院

又叫“探花院”，从视觉上看来说高低错落，又互相连通，

融为一体，起到强烈冲击。所以这个院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

筑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孙鼎相在工部营缮司任职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

二十八年 (1600) 十二月二十一日二次进京。孙鼎相在主持修

建湘峪城堡时，大胆地把中西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便有了

湘峪这座中西合璧的防御性城堡。诸如高低错落，参差不齐，

左右互不对称等特色，这一点在古堡中的建筑的拱券门窗外

墙的“眉檐垂柱”足可证明。拱券门窗外墙的“眉檐垂柱”

的砖雕，形似天平台秤，暗含“执法公正”之意。双头鱼图

案则寓意“连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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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旧址——视履考祥院

“视履考祥”院是一座十分规范严谨的四大八小的传统

四合院。“视履考祥”，语出《易经》。“履”为靴子，引

申为自己所走过的路，也指人生之路。“祥”为外界所呈现

的吉凶之兆，引申为即将应对的前程。其大意是，处于人生

艰难跋涉之途的君子，应该经常检视自己所走过的路，并考

察前途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它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晋北县抗日政府”所在地，所以，

民间习惯地称之为“县政府院”。就在这座院内，在抗日战

争时期却发生了一件真实的历史故事，使湘峪古城名声大噪，

视履考祥院的红色展览视履考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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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提起这座院落，仍恭恭敬敬地称一声“县政

府院”。

1943 年 6 月，晋北县抗日政府成立，李启平任县长，阎

一洪为书记，政府机关就设在这个院。有一天，日本鬼子准

备攻城，抗日武装力量在此积极组织自卫反击战，但当时由

于日寇来犯，躲闪不及，只能隐藏到东厢房里。日军进搜查，

四大八小十二间房内空无一人，只得收兵作罢。明明人就在

西厢房里，却搜寻无果，其中的奥秘就在东厢房里。村中一

般的厢房大多是三大开间，中间或用砖或用木隔断分开，当

做三间房用。但这个院的隔断却很特殊。其中南的一开间，

设有一个暗层，暗层隐藏在吊顶和顶棚之间，十分隐蔽，不

是知情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而靠北的开间却没有。日军进

入靠北一侧的开间里搜查，并未发现蹊跷，再大概向南一看，

空空无人，便以为南北一个道理，所以放弃搜寻。这样指挥

官员才得以安全脱身。

参观湘峪古堡，说一说什么是串珠式、走廊式以及探花院。

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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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皇城相府是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那么

柳氏民居就是“三晋名门望族的活化石”。“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柳宗元，走入仕途随后被贬，出身名门望族的一代才子。

就此如流星滑落。但是，时隔 1200 多年后，其后裔聚居地却

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中被发现。

柳氏民居是中国目前唯一以同祖血缘世代聚居的城堡式

村落，记载了中国百世书香文人做官感悟，并在潜移默化中

教育家族子弟为人处世的道理，揭示了从“官而商”到“商

而官”的社会发展史。

柳氏民居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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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春秋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 ( 今山西永济 ) 人。幼时精敏绝伦，

文章卓伟精致，为世人所推崇。唐贞元九年（793）中进士，

由于才华横溢、为官清廉，因而青云直上。后来因受到“二

王八司马事件”牵连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至柳州刺史，

逝于任所。为避九族之祸，柳家人变卖家产，渡过黄河，隐

居太行深处历山，从此耕读传家，世守祖训，历经宋元，不

宣门庭。

在柳氏民居关帝庙里有一块明代的碑刻《柳氏宗支图记

碑》，碑中写到：“柳氏系出鲁大夫展获公，食邑柳下，因姓焉。

厥后谱，代有闻人，而惟唐尤盛，名贤继出，卒流于史，炳如也。

唐末，始祖自河东徙沁历。”根据碑刻记载柳氏的先祖便是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的柳下惠，一直到唐代名贤辈出。

沉寂了 500 多年后，柳氏子孙们相继步入官场。明永乐

初年柳氏后人柳琛高中进士，为光宗耀祖，于是在西文兴村

大兴土木，开始修建祠堂、文庙、关帝庙等。此后柳家人杰

辈出，明朝柳氏子孙相继登科入仕，步入官场、商界，并在

故乡西文兴村修建了规模宏大、门第森严的一进十三院府邸，

不过 13 个院落大部分已毁于明末战乱。清乾隆、嘉庆至道光

年间，是晋商最活跃时期，柳氏后人柳春芳父、子、孙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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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其时，因经营盐业而富，因富而官，在家乡开始了新一

轮的修建。柳氏民居现存中宪第、司马第、河东世泽、行邀

天宠、香泛柳下和磐石长安六个完整院落。

柳氏三绝

在沁河流域的堡寨建筑中，柳氏民居以浓郁的文化气息

见长。柳氏民居的建筑风格和遗留碑记更显现出浓浓的书香

气息。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这里精美的工艺便是

它流动的旋律，其石狮、木雕和碑刻被称为“柳氏三绝”。

   石狮

狮子的造型自西汉传入中国，就为中国的百姓所喜爱，

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在门前蹲上两个狮子，既有护卫之意，

也求吉祥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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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民居现存石狮 102 个，几乎每座建筑前都有石狮。

它们或蹲立在门枕石座上，或耍在抱鼓石面上，神态各异，

憨态可掬。神形比较接近唐宋时期的狮子风格，总体造型浓厚，

雄狮威严傲视，母狮慈祥安静。

柳氏民居最有名的石狮是两座牌坊夹杆石上的八个小狮。

它们神态各异，每只狮子都有着不同的寓意，被称为 " 教化狮

"。意在告诫子孙后代时刻谨记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之理，对

当今社会做人做事，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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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桂传芳”牌坊下的第一尊 石狮 叫“满腹经纶狮”，

你看它肚子下面有个圆球表示满腹经纶。再看他的尾巴向上

翘着，寓意着自命清高， 狮子嘴上有一根绳子是告诉刚刚读

了点文章的年轻人，不要年少轻狂，管好自己的嘴巴，以免

祸从口出的道理。

第二尊 石狮叫“克己复礼狮”， 狮子的尾巴贴身，意思

告诫柳氏后人低调做人，听从长辈劝教，遵循先祖教诲。

第三尊 石狮叫“胸有城府狮”。寓意是读书人也要安首

家教，尊长爱幼，风云莫测坦荡处事，夫子箴言永铭记在心。

第四只 狮子叫“出人头地狮”这个狮子安详而坐，一个

小狮子从脚下突出，另个小狮子则低头不语，此寓意是当长

辈不再庇护子孙时，饱览诗书的他们该走出家门去实现自己

远大的理想了。

第五只 狮子叫“金榜题名狮”它的面部表情非常开心，

胸前还佩戴一朵大红花，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中状元当

然是很开心了，当然还得“成名勿宣门庭，得志勿忘饥民”。

第六只 狮子叫“ 泰山 相助狮”它紧靠柱子就是要找到靠

山的意思。寓意在朝为官需大度为怀，倾听多方意见和建议，

切忌刚愎自用，不论在何处为朝廷、为民众效力，都要牢记“治

文以治天理，治武以强邦安疆”。

第七只 狮子叫“宦海沉浮狮”基座上有几道波浪纹，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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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宦海波涛涌动，波浪弧度很大，说明它的官位还不稳，官

场变化莫测，遇事要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努力周旋，逢凶化吉。

第八只 狮子叫“功成名就狮” 狮子神态自然，基座上的

波纹也变细变缓了，意思是通过自己的势力也大了，官位也

稳当了，拿国家俸禄就要效犬马之力，时刻不要忘记祖先所

说“世代为官而勿贪，金仓银财而勿欺”。  

   木雕

在柳氏民居，不论你置身在庙宇，还是那些民居院落中，

环顾四周，几乎满目都是木雕饰品。那些精美的雕刻，成为

柳氏民居的又一大特点。

门楼

“行邀天宠”的门楼，我们已读出了近三十种含义。例如：

以云纹、蝙蝠来表“天降鸿福”，

以莲花、桂枝来表“连生贵子”，

以一根绳子串三个铜钱来表“连

中三元”，以五蝙蝠展翅围绕一

个寿字来表“五神朝寿”，以万

字纹、菊花、莲花来表“万年连

举”，以慈姑、祥云来表“慈祥”

之意。还有四艺（琴、棋、书、画）、

暗八仙（八仙所持之宝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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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叹为观止。

司马第古院是柳

氏民居中保存最大最

完整的一座院落。是

为了纪念柳宗元而专

门建成的。在古院的

大门上方像翅膀一样

张开就是斗拱一共有

九层。在封建社会九

层斗拱是属于皇家专

用的，而柳氏族人为

了避免犯上嫌疑就将

九层斗拱做了小小的

变通。就是分为上下两层，下面为三层，上面为六层合起来

则为九。

雀替和挂落装饰

司马第倒座一层廊下的雀替和挂落部分，用镂空雕的手

法刻有饱满的牡丹花，寓意富贵，在花瓣之间还装饰有喜鹊，

每开间挂落的中间和垫板的中间还刻有人物故事，装饰题材

丰富。

司马第厅堂的雀替部分刻有狮子，狮子的腿沿着立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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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第倒座 )（原秀娟摄）

司马第厅堂的雀替（原秀娟摄） 中宪第厢房的雀替和挂落（原秀娟摄）

断向上，呈现出向上爬的形象特征，具有一定的张力意蕴，

立柱顶端刻有牡丹花和栖息在花丛中的喜鹊，具有喜上枝头

的吉祥寓意。东、西此间柱顶的牡丹比中间的形态小很多，

体现了建筑装饰以中为贵的规律特征，挂落部分刻有龙纹和

变体的寿字。

中宪第厢房的雀替和挂落装饰为以 s 形曲线连续排列的卷

草纹，连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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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焕《四伦箴语》朱熹《周易本义》

   书画碑刻

柳氏除以家训教育子弟外，还请名人书写封建社会伦理

道德为内容的箴语、格言等书法作品，并刻成碑记，镶嵌在

庭院的墙壁上。其中包括朱熹所书的“忠”“孝”两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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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门匾“恪守先业”，文征明的《谕俗四条》，方元焕所书

《封建四伦（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箴语》，王阳明的《大

丈夫处世格言》等，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起到潜移

默化的功效。

沧海桑田，世事演变。五百余年后的柳宗元后裔们思想

观念已与乡民无异。诗书之风一旦断层，其吏治思想、文学

成就、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曾经辉

煌的柳氏宅第仅成了家族荣辱兴衰的见证。

了解明代书法家方元焕及《四伦箴语》的相关内容。

拓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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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洎城位于阳城县润城村西北部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

临沁河而建，取中流砥柱之意，所以用“砥洎”来命名。砥

洎城由杨贲闻于崇祯六年至十一年主持修建。

砥洎城城墙总长 700 余米，全城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

平面呈椭圆形，仅设南北二门，南门为正门。城东北部地势

较低处建有一座瓮城，东高西低，平面呈牛角形，东宽西窄，

宽处建有连接上下的专门通道。牛角尖部另辟一西向门洞，

书“山泽通气”四字，这座城门又称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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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沁河流域的诸多堡寨中，砥洎城是最具个性的。这是

砥洎城内墙的一段。砥洎城的外墙，下部多用条石和河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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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造，使用青砖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而在内部我们看到的这

一段，使用最多的建筑材料是融铁用的坩埚，这在沁河流域

的堡寨建筑中，是极其罕见的。

坩埚炼铁在晋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用坩泥做成大小一致

的筒状坩埚，是炼铁的第一步。然后将含铁的矿石放置其中，

整齐的码放在方形的炼炉中，在坩埚上下皆辅以燃料，在鼓

风加氧的环境中使其充分燃烧，直至矿石中的铁质溶化流出

为止，这就是传统的坩埚炼铁。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坩埚，只不过它是铸铁坩埚，比炼

铁的坩埚要小，铁水溶化后工人师傅要把铁水注入模范中，

所以坩埚的大小要以人的力量为标准。因坩埚在铸铁过程中

只能一次性使用，所以在铁水注入模范后，坩埚就成了当地

老百姓最理想的建筑材料。它不仅造价低廉，而且坚固耐用，

应该说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即使今天来说，也是一项既环保，

又节约的典型工程。因坩埚内壁残留着炼铁的铁水，在冷却

凝固修筑城堡后，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远观城墙

犹如密密麻麻的蜂窝，所以这样的城墙又被人们称为蜂窝城。

漫步砥洎城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留有一幅完整

的城堡图——《山城一揽》图。它是城堡的建造者杨贲闻二

儿子杨载简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制作的。《山城一揽》

图上商铺庙宇、官宅民居清晰可辨，为我国研究古代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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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砥洎城的红色基因

太岳军区医疗和卫生机构旧址位于阳城县润城镇润城村砥洎城。

建造于明代，是由冶铁坩锅垒筑城墙，用来防御兵匪骚扰与洪水侵袭

的城堡，史有“砥洎城”之称。

1938 年至 1939 年间，这里是阳城第二抗日区公所驻地。八路军晋

豫边游击支队曾在这里设立留守处。1945 年秋至新中国诞生前，润城

始终是阳城区级（先为七区，后为二区）党政机关长期驻地。解放战

争时期，阳城作为太岳解放区的中心和太岳军区的大后方，润城成为

我军主要休整地之一、太岳军区医疗、卫生机构的长驻地。

2006 年 6 月，太岳军区医疗和卫生机构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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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兴亡 , 曾经辉煌的众多古堡大都在历史长河

中沉寂下来，矗立于太行深处的古堡群，以其华贵的

魂魄及其完美的骨骼，不仅鲜活着中国北方明清时期

的记忆，也展示着数千年文明在古堡上的文化积淀。

晋城古堡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经 400 年的

风风雨雨，如今这些历史文化名村已开始被世人重新

认识。她们或古朴，或典雅，或华丽，或凝重，以不

同的风格，呈现在沁河沿岸，以独特的个性联袂成一

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结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