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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门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供人出入，位置明显，十分讲究。而门不仅具有物质

功能，也有艺术功能，从最开始的门厅出入之用，到后来对门板的精雕细琢，以及形式和外观有了

各种演变，其本身更成为一件艺术品。地有南北之分，户牖有地域之差，就让我们走进山西晋商大

院里，欣赏这里雕工精湛，大气富贵的传奇户牖之美。 

  

 

 

 

 

 



    王家大园 

三百年岁月洗礼终成大院，精巧奇建筑工艺实属典范 

王家大院是由静升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 300 余年修建而成，包括五巷六堡一条街，总面积

达 25 万平方米，而且是一座具有汉族文化特色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建筑格局，继承了中国西周时

形成的前堂后寝的庭院风格，既提供了对外交往的足够空间，又满足了内在私密氛围的要求，做到

了尊卑贵贱有等，上下长幼有序，内外男女有别，且起居功能一应俱全，充分体现了官宦门第的威

严和宗法礼制的规整。 

 

   王家大院的建筑，有着 “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的特征。且凝结着自然

质朴、清新典雅、明丽简洁的乡土气息。其中王家大院最具艺术价值的三雕，砖雕、木雕、石雕题

材丰富、技法娴熟，大量采用了世俗观念认可的各种象征、隐喻、谐音，在文人、画家、雕刻艺人

的共同参与下，将花鸟鱼虫、山石水舟、典故传说、戏曲人物雕刻出来，体现了清代建筑装饰的风

格，将儒、道、佛思想与汉族传统民俗文化凝为一体。 

 



  

 在王家大院的碉楼之下，便深深感受到了晋商大户人家的大气和威严。沿着石阶路向院内走

进，便豁然开朗，宽敞的大街，高昂的建筑群，威武的门前狮子石雕，处处都是大户人家才有的豪

气和尊贵。前院乐善堂均为木质格扇门窗，门则为六抹格扇门，作为格扇门最难的结构，由此可见

王家人在门户上所花心血之重。 

 乐善堂作为前院公共接待场所之用，南厅和东西配房，为高级仆人居住之场所。虽没有主楼

那么精美的装饰，但是作为仆人居住的房屋，在门窗上也是花了不少心思，格扇门窗减少了在裙板

上的雕刻，但在门头木上做了精细的雕刻，隔扇窗外形和款式也为简约风格。 



    王家大院的建筑风格，也充分体现了山西的人文特征，由于山西多风沙，所以常能见到圆劵顶

长形窗，在木质框内安装固定的窗扇，这在其他地域十分少见，在冬天可以减少风的进入，起到更

好的保暖作用。而且巧妙的将门和窗融合一体，在窗边开设一道很小的矮门供人出门只用。

 

除了刚才看到的圆劵顶

长形窗，王家大院的墙窗也

十分多样，圆形的，方形的，

弧形的，有大有小，有精致

有简约，而院内一处的弧形

墙窗，我却十分喜欢，中间

为四开格扇门，十分简单，

没有花俏的雕花，只在门头

处做了镂空的雕刻处理，但

这一整套门窗的结构搭配来

看，却酷似一张微笑的脸，

形象生动。 

 

 



院前临街处的大门，绝对可以用气派两字来形容。大红灯笼高高挂，高五阶的石台阶底基，门

两侧墙壁上栩栩如生的砖雕，门口处两尊石狮虽不高大，却十分有气势，低调的威严和尊贵。放眼

望去，处处都是精湛的雕刻，都是艺术之美。 

来到花园处，此地为共用的花园，与前两大四合院相通，风格立马和之前的庭院有了改变，圆

形门洞在花园中常用，不仅仅是外形比较好看，更多的是具有艺术的美感。窗户不像江南园林为漏

窗或窗洞，在王家大院这，则是简单实用的孔洞式墙窗，作为简单的装饰之用，但整体上灰砖结构

的墙与门窗，显的十分的稳重，如山西人的性格。 

  

松竹院，为主人读书写字静养之地，在这里融合了两大雕工的艺术，门前的整面墙为砖雕，圆

形的画框内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并在四角雕以花草边，门口的石墩从底座至上，有层次的雕刻，最

上为卧睡的狮子，栩栩如生，门两侧则为抒发主人文雅之风的对梁砖雕。 

进到第三进，便是主人居住的楼房，其楼房的高度，面积，户型以及门窗的雕刻，便可见其主

人的地位，高为两层的主楼，具有最高的层高，门也开设的最高大，门的雕刻花式多样，且都有精

美的雕刻，位于门头之上的雕刻最为艺术，体现了山西工匠精湛的雕工技能和艺术修养，两边的劵

顶墙窗也十分的精美。 

  



二楼的风格则更多为生活化，也能更好的采光通风。一整排的隔扇门窗，保证最大限度的进光

进风，没有了一楼精雕细琢的花纹和版画，这里的门窗都是简单的木条格，是山西人朴实风格的体

现。同时巧妙的开两个圆形的墙窗，让楼房更美观。 

 

来王家大院，怎能不上城墙纵观整个大院的景观。

对称的房屋布局结构，巧妙的设计，由西向东，从低

到高，逐渐扩展，修建了“三巷四堡五祠堂”等庞大

的建筑群，院落之间的大街，构成了一个“王”字，

这是属于王氏家族的骄傲和辉煌。 

 

 

 



常家庄园 

大院内装饰艺术登峰造极，户牖上雕刻手艺世间罕见 

常家庄园，是被称为“儒商世家”的榆次东阳镇车辋村常氏家族的宅院建筑群。始建于乾嘉年

间，后多次修缮，形成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贴、十三亭、二十五廊、

二十七宅院”的格局。是规模最大的晋商大院，也是中国最大的庄园式建筑群。 

庄园布局严谨，整齐有序，功能性很强。由堡门、堡墙、街道、宅院建筑群、园林、商铺以及

街心牌楼、堡池、池桥等组成。 街道北侧是庄园的宅院建筑区，临街一字排开。宅院区之北是园

林区，包括静园及遐园、狮园两个园中园。街道南侧沿街开有各种商铺，是族人生活消费的供应设

施，也是庄园的南封闭线。常家庄园以“后街”为纽带，各个宅院彼此紧靠，“临街门户依次开，

堡门关闭如一堂”  



   

站在街上远望常氏祠堂，不仅被它的气势所征服，更被它的雕工给吸引。从石墩到门窗，从门

头梁柱到屋顶，均为雕刻精美的图案。大门虽简单，但却十分厚重大气，两侧对称开四扇墙窗，简

单却丝毫没有简陋之感。整个建筑遵从儒礼，南北中轴，东西对称，三门四进，雄浑壮阔，庄严肃

穆，是中国北方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设施最完备、规格非常高的祠堂建筑群。 

经过祠堂，便是一片后花园，在山西的建筑群

中，起到了点缀的作用，让原本外观颜色比较单一

的灰色，有一片清新自然的五彩色调。虽是花园，

但它的建筑却丝毫没有偷工减料，其中的一段隔断

墙，都是满满的精美砖雕，而延伸开的围墙，是波

浪形的，围墙之上开漏窗，可以在园林内外散步之

时，起到借景观景的作用。 

蓝天白云，青草盈盈，园林之中的一个亭轩，

也十分具有山西特色，石雕的狮子在前面守着，

风格确实和蔼的。圆形的门洞，两边是砖雕的画

窗，有别于其他地方在于，上面的雕刻物各种博

古，这应该是主人寄情于山水，同时是自己博古

通今的希望寄托。 

 

 

 

 



来到大院的厢房，整体建筑格局显是纵向的狭长形，所以厢房也显的比较长，为五开间，内部

根据主人的需要可以两间、三间或隔为一室，每一开间上都开有门窗。墙体之上的窗户具有特色，

为方形墙窗，窗扇用木棂条组成各式花纹，由于窗户多内贴磨砂纸，所以花纹也多种多样，形式很

不拘一格，十分丰富。 

 

如果细心观察，便能发现，常家庄园的每一扇窗户没有重样，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一处的厢房

窗户则为冰裂纹结构的花纹，并与主题窗户之上，开设三个小的透气采光小窗，设计很巧妙，兼顾

了实用和艺术形。后面主楼的窗户却有了更大的改变，属于方形和圆形的组合是墙窗，方形扇窗上

有各式雕刻，如梅花、竹子、菊花、兰花等，是主人高雅情操的体现。 

   



而更为精妙的是一处窗户的寓意，这个在厢门之上的窗户，叫“窗亮”，和门在建筑外形以及

风格上都融为一体，整体造型十分精致，雕刻成蝙蝠，下面系两条鱼，这寓意有福气，年年有余，

及有很高的外观之美，也有深层的寓意在其中，还能更好的采光，设计很用心。 

整个大院的厢房或是主楼的门，都设置的比较小，这也是因为北方的天气寒冷，为了抵御寒冷

及更好的保暖，所以门都比较矮小，为单扇门。而更多的心血和构思，都花在窗户和墙壁砖雕之上，

从两侧最简单的花纹窗，以及门头亮窗的万字花纹，最为精华的是中间墙窗，镂空的工艺雕刻出精

细的花纹条理，组成如花瓶、灯笼、扇面形等图案，处处彰显文雅。 

 

主楼与厢房之间的过道门，也十分有特色，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艺术珍品。中间的大门之上

不仅仅有复杂的门斗或门脸，从外形上不仅有

传统的门檐结构，还有创新的花瓣形门脸。大

门两侧的墙多为精美的雕刻，抑或是镂空的墙

体。其中雕刻多为花草树木，松鹤、蝙蝠、喜

鹊等，寓意喜上眉梢、益寿延年等美好愿望。 

 



最里面一进为主人的卧室，即正房，坐南朝北，多为两层楼。正房一层的房门位于中央，迎面

对着院门，为两开木门，门头开了窗亮，有些雕刻复杂，有些则十分简约。而两侧的墙窗大多为圆

劵顶长形窗，在木窗框之内安装固定的窗扇，抑或是精美的镂空木雕画，艺术造诣十分之高，画面

生趣盎然，表达主人的情思。 

而在另外一栋正房之上，却开了一扇很特别的圆形墙窗，这扇窗窗格设计的十分精致，木棂条

构成几何图案，并与中间拼一“喜”字，藤形木凌条围绕着喜字，这在中国古建的墙窗之中，极为

少见。 

  

  

 

 

 

 

 

 

 

 

 

 



户牖摄影技巧 

以常家庄园为例 

1、山西大院的布局与苏州园林相比会更有“规矩”感。因此拍摄时，对于大场景而言要尽可能做

到端正或对称。 

 

2、大院中的户牖种类样式丰富，各类建筑雕刻精美。除大场景外，可以多采用中长焦捕捉建筑细

节之美。 

3、山西大院中的建筑以灰色为主，借助日出、日落所形成的暖色效果进行拍摄，是个不错的选择。 

  



4、可借助大院中的走廊作为框架，拍摄具有空间感的建筑影像。 

5、山西大院一般占地面积都很大，且四周空旷，加之建筑群分布极为规矩，因此适合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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