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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4_B8_AD_E6_c34_48332.htm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

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

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

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

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

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

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

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

、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

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

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

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

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

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

。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

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

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

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

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 140余个烟囱也都各

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

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



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

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

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

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

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

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

、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

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

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

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

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

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

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

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

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

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

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

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

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

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

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

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

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

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

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



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

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

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

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

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

。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

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

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

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

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

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

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

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

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

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

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

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

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

，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

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

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

。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

，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

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

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

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



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

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

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

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

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

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

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

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

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

，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

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

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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