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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太原发现晋商家族"刘家大院" 建筑高大恢宏(图)

作者： 张军 侯慧琴  发布时间： 2008-12-08  文章出处：太原晚报

    在日前开展的文物普查中，市、区两级文物普查工作组在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发现了明末清初时期建

造的晋商大院———刘家大院。该院由明清时知名的晋商刘氏家族建造，建筑高大恢宏，规格较高，属于重

大发现。专家认为，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建筑实物，刘家大院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目前，

有关部门已向国家文物部门作了申报。 

    日前，记者在迎泽区文体局工作人员带领下，赶到郝庄镇新沟村实地查看了新发现的刘家大院。高高的

院墙、古朴的大门都显示出这里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家族。刘家的后人82岁高龄的刘赩川老人，就在这个大院

出生、居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搬出。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不时有人前去参观，老人便忙着当“导游”。 

    老人介绍，现存的3套院子中，东院是他的曾祖父居住的，西院则由他的二曾祖父一家居住，但中间的院

子他不太清楚。3套院落都有照壁，两边都有厢房，让人感觉到它昔日的庄严与静谧。 

    老人引领记者走进他曾经居住的东院，这套院子是传统的三进院落，第一进大院被刘家人称为“石头

院”，因为院子地面全部由片石铺成；再往里走，部分墙体已经坍塌，院子里堆放着破砖烂瓦，已经看不出

当年的模样。刘赩川从记事起，就住在东院最后一进院子里。老人说，以前房屋梁上都是精美的彩画，包括

《打金枝》、《金水桥》等戏曲，但“文革”时被人洗刷掉了；院子南房里还有个地窖，四周有木框和铁锁

的痕迹，可能是祖上储存金银细软之所。老人还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暖阁，窗户夹扇上以前有李白、杜甫

的诗。 

    西院格局与东院类似。中间的一套院子则是当时的“布政使院”，是仿照当时布政使住所的格局修建

的。可以看出，这套院子比其他两个院子更宏伟。 

    晋商家族 

    据专家考证，新沟村历史上归属马庄，以前只是一个自然村。马庄古时牧草茂盛，曾为牧马地，村边有

明河东悼怀王和襄阴安惠王墓。古时的马庄以苏姓烧制琉璃瓦著名，现有山头琉璃窑址遗存。 

    新沟村刘家祖上是从永宁州(离石、中阳一带)迁至马庄的。初到马庄时，刘家是做帽子生意的，其后人

刘瑛、刘玳步入仕途，刘家因此曾被封为“大夫第”，敕匾“望隆国柱”。刘玳任官于河南，深得百姓爱

戴，在今河南驻马店仍保留有“刘玳桥”。刘赩川老人讲，刘家曾经在河南周口有半条街的商铺，后因火灾

烧毁。当时，在河南周口还开有山西会馆，在我省静乐则开有两处货栈，在太原也开有永生号、资诚号两个

商铺。 

    据史料记载，刘家大院背靠山崖，原有6个院落共40余眼窑洞、150多间房子，其中包括祠堂1座、戏台1

个。清朝初年的刘家，与祁县的乔家、灵石的王家、榆次的何家一样，同属晋商大军中赫赫有名的一支。刘

家祖辈苦心经商，不久便建起这座深宅大院，由西往东依次排开6个大宅院，每个宅院有前院、中院、后院，

 



每个院子都有大门、二门、后门，每个门楼都用青砖砌成；石雕、砖雕、木雕随处可见，雕梁画栋十分精

彩，尤其是梁枋上的贴金彩绘更是栩栩如生，西院二门门楼花拱精湛至极。 

    亟待保护 

    如今的刘家大院已呈现破败，6个院落仅存3个，150多间屋子也只剩下60多间。从上世纪50年代起，住在

院子里的刘家后裔逐渐外迁。到1982年，刘赩川和弟弟在旁边盖起新宅，也搬了出去，从此便无人居住，也

就没人修缮。多年来，不时有人从院子里取材料修建房屋，大院一天天破败下去。 

    专家认为，刘家大院群落是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物见证，是商业经济与封建政权相

互依赖、相互支持的结果，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以来山西商民巨额财富积累的一种外在表现。大院保存了

大量有关社会制度和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体现出那个时代商人和士大夫的文化观念及价值取向，为研究

近代山西的社会风尚、地方习俗、商业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清代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实

物，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有关部门已将刘家大院向国家文物部门作了申报，希望破败的大院能早日

得到保护。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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