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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民居不是帝王将相的宫殿庙堂，而是平民百姓的栖身之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民俗民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历史民居是特定历史时期居民生活的鲜活写照，其建筑和装饰，反应了当时人们的原生态生活，记录和表达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

地区的历史真实性，是现代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 

       太原有着长达2500多年的建城历史，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公元前497年，“三家分晋”后，晋国卿赵简子创建了晋阳城，秦汉时，太

原即为边陲重镇，南北朝时期成为北魏之“霸府”，之后又设为东魏和北齐的“别都”。唐李渊自太原起兵，更使其显赫一时。明晋王开府太

原，又为山西省巡抚治所，更为军事重镇。太原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08处。其中，历史民居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承载的特色文化，占有一席之

地。 

      太原市现存的民居中，官僚、商人的宅邸集中分布在坝陵街、新民街、精营街、福民巷、校场巷、上马街等一带；平民百姓的住宅则聚集在

享堂、双龙巷、三桥街、永兴路等一带。这些民居布局完整，木雕、砖雕雕刻精美。尤其是墙体墀头部分多饰有精美的砖雕构件，院内砖雕影壁

雕刻手法精湛。部分民居设有前廊，花罩木雕精致，梁枋有保存完好的沥粉贴金彩画。 

        一、一、一、一、国国国国民党官民党官民党官民党官员员员员住宅住宅住宅住宅 

       精营街的民居建筑，多为国民党高官住宅，建筑考究，保存完好。精营东边街1、2号院为阎锡山集团上层人士的公馆及高级住宅，传统四合

院形式，材料和做法受西方建筑形式的影响。 

       二、名人故居二、名人故居二、名人故居二、名人故居 

       精营东边街12号为徐永昌故居。徐永昌（1889～1959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等

职。宅邸坐北朝南，占地750平方米，建筑面积375平方米，卷棚硬山顶式建筑，四合院落，房屋34间。保存完好，现为太原市民主党派办公场

所。 

       南华门15号为赵树理旧居。赵树理（1906～1970年），现代文学“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赵

树理调入山西省文联后在此居住直至去世。旧居为一进院落，坐北向南，占地面积近308平方米，房屋11间，现存院门、南房、东房、垂花门。

赵树理居东房，面阔三间，陈设书桌、衣柜、床等生活用品，以及小说原件、照片等珍贵文物。 

       三、普通民居三、普通民居三、普通民居三、普通民居 

      皇华馆街12号院为张氏民居，四合院建筑。皇华馆系皇华使者所居之地，即主考、副考的接待所。民居存有精美砖雕影壁，正房为二层楼，

前檐饰有花罩，雕刻技法精湛。 

       太原府城现存的古民居，多建于清代、民国，为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青砖灰瓦门楼建筑，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建筑形式。居民在

此婚丧嫁娶，生于斯，长于斯，檐瓦柱墙，窗扉门扇无不印刻着当时人们生活的印记。起朱楼宴宾客，深深院落中，仿佛当日的笑语仍在。民居

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们回望过去的情思所寄，是一座城市成长的年轮，一座座院落皆是故事，供人们在荏苒时光中，追忆过去生活留下的串串

清晰足印、点点浪花。 

       作为城市历史的民居，具有历史的一贯性，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均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果我们不加保护，会造成历史的断裂，使后



代子孙无法完整了解到当时的文化历史。太原市民居四合院建筑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历史地理环境。其营建规划与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契合，

讲究“天人合一”，其装饰和彩绘也充分体现了传统民俗、民风。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制定了有关历史民居的保护办法。我国第一个古民居地方法规是1997年9月21日安徽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通过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北京市出台了《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对四合院古民居建筑的修缮保护以及市政设

施改造进行规定。 

       太原市可以借鉴其他城市保护历史名居的经验，从立法、修缮、利用上采取措施。 

      首先，制定历史民居保护条例。近几年来太原市制订了《太原市文物保护和管理办法》《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等文物保护法

规，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但目前仍没有出台历史民居保护细则、条例。建议制定较为完备的、操作性强的条例，让历史民

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制定保护规划，将历史民居的保护纳入城市发展。可根据太原市历史民居分布情况，制定详细的保护规划，采取集中保护、划定片区

保护、就地保护的办法。如精营街民居、校场巷民居等分布较为集中，可进行整体保护；福民巷民居、万寿宫街民居、文津巷民居、皇华馆民居

相距较近，可划定为片区进行规划；三桥街民居较为孤立，可就地保护。 

       其三，妥善修缮历史民居。由政府牵头，鼓励企业赞助，加大投资，对历史民居进行改造。拆除民居内临建，对历史民居进行整体修缮，恢

复其原有风貌。修缮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持民居的建筑布局、结构、风格特征，进行必要的水、电、暖设施的改造，使其

更适合居民居住。对居住人口过于密集的大杂院可给予政策性优惠，鼓励部分居民迁出，以营造良好的居住空间。 

       第四，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发掘历史民居的文化内涵，拓展其使用价值，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如：将赵树理旧居建为现代文学“山

药蛋派”作品陈列馆，使其成为山西文学的研究、展示和创作基地；可不定期进行各种学术、文化等交流活动，举办民居摄影大赛等活动，加强

历史民居保护工作的宣传，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在传统建筑院落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民居一日游”等项目，展示晋阳文化的独特魅力等，都

不失为良好的保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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