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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大院，是平遥“四大富商”之首、清代巨商马中

选的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间。主人马中选，出生于清道

光二十年（1840）。其祖父马斯才和父亲马德新前后经营

传统工艺制作的硬木家具、古琴、漆器、黄酒等作坊，是

从事小本经营的“货郎挑”。马中选自幼聪明好学，写的一

手隽秀的蝇头小楷毛笔字。而立之年，科考桂榜题名，得中

举人。他学优未仕，投身商贾。曾经是平遥票号“蔚”字五

联号之一蔚丰厚票号驻宁夏分号的经理、总号二掌柜、大掌

柜，也合伙投资创办“平遥蔚长盛布庄”，是财东之一。家

古城第一院

—— 马家大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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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富有，财力雄厚。马家大院经过同治、光绪几十年的不断

修建，逐渐形成了一座宏伟精美的建筑群体。该院集中体现

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同时也在大院中深深蕴含

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特色。在平遥古城3749处古代民居中，马

家大院以其气势雄伟、规制严谨、功能齐全、风格独特而享

有盛名。这里庭堂、楼阁、书院、厨院、围院、戏楼成龙配

套；影壁、门楼、石雕、砖雕、木雕、彩绘,题材繁多，内

容丰富。大院集民居建筑、风俗文化、豪门起居、商贾兴衰

为一体，成为平遥古城内清代建筑装饰风格及晋商传奇轶闻

的代表，是极富艺术魅力、极具观赏价值的古民宅群体，有

“平遥古城第一院”之称。

马家大院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现已开发5977平方

米，其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计有东院、南院、北院3座

大院、6座小院，总面积达9亩之多。院落房屋有197间，隐

含“起”字，取平遥当地民俗“三、六、九”吉祥寓意。大

院总体布局，鸟瞰酷似大大的“马”字形。把姓氏融入其

中，以此告诫后代永不忘本，隐喻马家事业“马到成功、一

日千里”之意。这种建筑设计，是明清山西大院中独具匠心

的大手笔，极为罕见。纵观全院，外观威严端庄、整齐高

大，院落四周皆清水砖墙，屋面是斜向内的单坡瓦顶，院落

封闭的外观显示着主人对外界的戒备。夜晚一关大门，俨然

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强烈地体现出马家大院的主

人格外注重住宅的安全性。

马家大院，外观高大威严，内部富丽精巧，井然有序，

代表了我国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模式。院中雕梁画栋、悬鱼挂

灯，主人尽可把外界的尘嚣留在高墙之外，悠然地在院中赏

花种草，宁静养心。传统的儒、道两家出世、循世的矛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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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外雄内秀”的马家大院里找到了平衡点。

马家大院临街大门高大堂皇，大门迎面为硕大的歇山式

南极仙翁、鹿鹤同春影壁。南大院、北大院为“日”字形二

进院，东大院是“目”字形三进院。在马家大院的建筑中，

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院

坐南朝北，按前堂后室、前朝后寝、三进四院规格建造。大

院以正屋为主，五开间。坐南的正屋为“君”，上限最高，

上首由马老夫人居住，下首为主人马中选下榻。正房前加一

道木廊瓦檐，可防雨淋日晒，饰以精美的雀替、木柱、楹

联、石鼓、木雕、砖雕及彩画，加上门窗的木棂花格、窗

花剪纸，极好地体现了大院的品位；大院的里院、中院的

东西房为“臣”，上限低于正房，其开间、口面、入步都小

于正房；马家大院外院的东西房为“奴”，较低、较小，忌

犯“奴欺主”；南房为“宾”，高于“奴”而低于“臣”，

谓“客不压主”。整庄大院里高外低，从大门往里看去，马

家大院呈现一进比一进院落高起，层层台阶托起精美的垂花

门，暗含“步步高升、连升三级”的寓意，既能适应主人对

外接触交往的需要，又能满足主人隐匿性的追求，使建筑有

主有次、有藏有露，给人一种院内套院、门内有门的迷宫式

建筑的神秘之感。

在马家大院里，有着深层的民俗文化内涵，在这里集中

了许多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彩绘、联匾等饰物，观赏

马家大院俨然一幅古色古香的明清风韵风俗画。门前雕的石

狮、拴马石、五福临门巨石大插屏、辈辈封侯的上下马石、

各色各样的鱼纹材质抱鼓石、春夏秋冬影壁诗画浮雕、八仙

镂空木雕、四季花卉彩绘、雕花雀替横眉、五色卷头梁头，

置身其中，令人久久驻足，不舍离去。马家大院的各种镂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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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其题材多取自人们喜闻乐见的民俗吉祥内容，有人生

四幸、渔樵耕读、梅兰竹菊、明暗八仙、一支多蔓、和合二

仙、连中三元、四时花卉、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

文、八骏九狮、石榴百籽等。

平遥古城内传统民居建筑很多，其中，具有保护价值

的传统四合院达3749处，其中有400余处保存非常完整，如

位于古城西大街的蔚丰厚票号旧址、上西门书院街的日昇昌

票号大掌柜雷履泰故居、书院街葫芦肚巷日昇昌票号掌柜冀

玉岗旧宅，还有仁义街王沛霖旧居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镶嵌

于平遥古城怀抱中的一串串璀璨明珠，它们为古城这座明清

时期北方城市的范本增添了隽永的风韵。而马家大院在这一

颗颗明珠之中，又以她独特的风韵给人以难以替代的观赏价

值；给人一种处处是吉祥民俗画图，处处蕴含晋商活动遗迹

的审美满足；给人一种平遥商人兴衰成败的历史人文史实的

深深启迪。

可以这样说，马家大院的复修，再次亮相面世，既有

“马家归来不看院”的盛誉，也有着古民居建筑的艺术价

值、民俗文化价值的享受，更有“马家大院看晋商”的历史

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览胜。

因此，“游平遥古城，览马家大院”，实在是平遥古城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嘉宾，最佳的选择！

马家大院堪为平

遥古城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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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遥古城，晋商巨子马中选的旧居有多处，一处在北

马家巷，一处在东郭家巷，还有一处在上西门街31号和33号

并联的两幢古宅。这里所讲的马家大院是指北马家巷30号、

32号和34号大院连为一体的庞大建筑群。

北马家巷在古城窑场街东段路南，是一条长100米，宽

7.1米的封闭式巷道。在房舍密集、寸土寸金的平遥古城，

这样的巷子已足够宽敞了，人流无阻碍，车马可迂回，能在

偌大的空间中观察一处民间豪宅，该算是马家大院前的入口

广场了。这样的场所显得平易、随俗，富有人情味。

巷子的尽头是一座建造精巧的马家戏楼，台口坐南朝

北，面对着街道，戏总是演给众人看的，每逢佳节或喜庆的

娱乐活动，马家主人总是与邻里街坊比肩而坐，同欢同乐。

马家大院地势宏阔，总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由东、

南、北三幢大宅连为一体，分别称之为东院、南院和北院。

马家巷深处的东侧还有浅巷，这巷中巷的北侧有一座雄宏的

砖雕影壁倚墙而立，高浮雕的壁心题材甚为经典，寓意松鹤

延年。影壁面对的即是马家的主院——东院。拱形大宅门随

挺拔的清水砖墙而设。仰观高高在上的垂花门楼，那造型、

那气势，让人重识北方中原地区，让人仔细品味平遥，更可

见当年马中选的商场得意和家资的富有。

马家大院建筑群的艺术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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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是坐南朝北的，前后四进院落，不过站在大门洞

里，不会一眼望到头，因为每一进院的中轴线只是平行而不

重叠，于是显得“袖里乾坤不肯一泄而尽”。面前的景物已

令人目不暇接，典型的抬梁式木构架房舍，砖木交融，端庄

秀丽，配置严谨，恪守“礼”序，典雅风姿，众目所射，环

顾四周，处处雕梁画栋，飞椽翼角，令人赏心悦目。洁白的

窗间墙皆有漆黑的“文武线”锁边，从色彩上形成强烈的对

比，创造了典雅。清一色的水磨砖墙上镶嵌着精雕细刻的砖

石工艺品，甚至连台帮的砖砌体都是当年石雕匠师们展现才

华的空间，如今的马家大院是一步一景观，人在画中游。对

面高台基上的过道厅绚丽多彩，在其北檐墙上有一对硕大的

高浮雕佳作取代了常见的什锦窗，双狮戏球的生动画面把院

子点染的生机盎然。

 假如把这过道厅人格化，它的性格是内向的，其背部

的石浮雕取代窗户倒也罢了，过道两旁以及朝向庭院的一面

都没有太多的隔扇装置。内向，大概是中原人固有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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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则是人在某种职业中炼就的。

展现在眼前的庭院，实际有里外之分，只因简化，一道

宅门，变得一览无余。不过在应有的宅门位置上，两旁各有

一段矮墙，使得合二而一的两房院落旷而不空，内外有别。

此地所有的门墙、矮墙、山墙、肋门、走廊，全都成了砖石

浮雕的载体，处处皆画，引得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行走在纵长方形的马家深宅，层层叠进，步步登高。

那高台基上的六柱式垂花门是马家东院的内宅门。登上垂花

门的台阶，并看不到内宅的风光，因为门槛之内犹有一道叫

做“转扇”的屏门遮挡。非遇佳节喜庆，宴客待宾之日，

转扇是紧闭的，素常入宅，须绕行屏门两侧，走一段S形的

吉祥之路。内宅即大宅院的最深处，是族人尊长及主要成

员的起居之所。内宅里正房是一院之中的主体建筑，然而，

这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高楼华阁。正面是五开间的木结构堂

屋，宽宽大大，舒舒展展，唯前檐墙佯筑砖砌窑洞模样，而

且“窑”前加出深深的前廊。此前廊非同一般的前廊，木石

用材考究，构建颇合规制，其工艺手法深具地方建筑文化特

点，堪为清代中晚期民间建筑物中的精品。前廊之顶实则整

座正房的屋面，尽情地伸展，陡而不峭。清代学者李笠翁有

言：“屋以面南为正向，然不可必得，则面北者，宜虚其

后，以受南薰。” 此马家东院即属面北者，为利于接受南

来的和煦之风，便不强调正房的高度，后檐墙上的花栏墙也

不过一米之高，从花栏墙镂空处又可接纳气流和阳光，花栏

墙影子洒向庭院时，地面上便呈现一片缓缓移动的图像。至

于正房前檐墙上所以筑成窑洞形状，或许在追求冬暖夏凉，

或许图个敦实壮观，或许出于院主人对丘陵区人们居住形式

的好奇和喜爱。不管有多少“或许”，总归从立面造型上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9

一连串的弧线跟东西厢房以及全院所有房屋的门窗直线形成

对比，“圆”与“方”的并存达到了视觉上的完美。

马家东院的建筑艺术构思贵在大雅，贵在新奇。谁曾

想，正房西梢间是去往夹院的通道。谁又曾想，此通道还置

安木楼梯，上得楼梯，突现阁楼，阁楼的地板便是正房的顶

棚。建筑空间竟然如此的隐秘，不禁让人再次想到“内敛” 

二字。唯一暴露这位大商人豪气的，只有阁楼之上伸出的烟

囱，它造型别致，态势昂扬。

出西梢间的耳门可到南院，但中间隔着一条狭长的通

道，有人称其为夹道。夹道上有十间西房呈一字排列，是为

膳食房。再往北，还有三开间的北屋，夹道自成院落，惯称

夹院。当年的“管家”住在北屋，故此又叫“管家院”。管

家院之西，还有一道贯通南北的、更加狭窄的通道，那可就

是名副其实的夹道了。夹道两旁峭壁挺然，仰观如削，一路

上只见到三五个方框形的灯窑，点缀壁间。早年，灯窑里放

置有灯盏或蜡台。联想往日掌灯时分，这里万籁俱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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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难侵，而壁间藏灯把幽深的夹道连成一道柔光闪烁

的风景线，那灯窑里摇曳的灯头不声不响地跟人打招

呼，情之所至，这高墙原壁中仿佛有生命的存在，这

般情景，别处难得再遇。

走过异趣横生的夹道，通过三道肋门便可进得

南院，顿觉豁然开朗。此院同样是面南的，每座单体

建筑的立面同样是有方有圆，造物工艺之精不逊于东

院。三进式院落，主从有序，层次分明，宅门与北院

相向而在。

北院与南院仅三步之隔，是“离门坎主”的两进

式四合院，比之东院、南院，由于地势和宅深的差异

显得轻盈了一些，自在了许多。北院之北，跟一幢别

姓的住宅为邻，该住宅雅而不俗，有着传统与现代的

融合，同原汁原味的马家大院古建筑群在对比中取得

了美学上的协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潮中，

马家大院的传统文化价值将有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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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大院，是清代平遥“四大富商”之首马中选的故

居，大院始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竣工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历时27年之久。

大院主人马中选，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其祖

父马斯才、父亲马德新前后经营硬木家具、古琴、漆器、黄

酒等小本生意，是平遥当时名不见传的“货郎挑”。马家到

马中选手里发迹兴起。马中选而立之年中举，学优从商。曾

任平遥财力雄厚的蔚字五联号之一的蔚丰厚票号驻宁夏分号

经理、总号二掌柜、大掌柜。资金积累丰厚之后，又投资创

办了平遥“蔚长盛布庄”。 生

意越做越大，成为平遥当时财

力雄厚的一代儒商巨贾。马中

选不惜重金，选地修宅，经过

几十年的不断修建，建成了规

模雄浑的马家大院。

马家大院，是一座精美宏

伟的建筑群体，该院集中体现了

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

同时也在其中深深彰显着浓郁的

民族文化特色。大院在平遥古城

3749处古代传统民居建筑中，独

马家大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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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鳌头，享有盛名。这里厅堂、书院、厨院、围院、戏楼、佛

堂，主次有序，成龙配套；影壁、门楼、石雕、砖雕、木雕彩

绘，装饰多样，题材繁多。集民居的建筑艺术、民俗文化、

豪门起居情景与商贾兴衰轶事为一体，使马家大院成为平遥

古城内清代建筑装饰风格的典范，成为极富艺术魅力，极具

观赏价值的古民宅大院群体的范本，被誉为“平遥古城第一

大院 ”。

马家大院，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现已开发5977平

方米，其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共有东院、南院、北院三

座大院，连同佛堂院、戏楼院、货祥厅院、西花园等六处小

院，院院相通，门门互套，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大

院总面积占地达9亩之多，院落房屋197间，隐含“起”字，

取平遥当地民俗 “三、六、九” 吉祥之寓意。大院总体布

局鸟瞰酷似大“马”字形，主家把姓氏融入其中，隐含马家

事业 马到成功，光宗耀祖寓意。这种建筑构思设计，是明

清时期山西大院中独具匠心的大手笔。

纵观全院，外观威严端庄，整齐高大。四周皆清水砌

墙，屋面呈斜向内的单坡瓦顶，院落封闭的外观显示着主人

对外界的戒备。夜晚一关大门，俨然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

王国。

马家大院，外

观高大威严，内部则

富丽情趣，井然有

序，代表了我国封建

大家庭的居住格式。

院中雕梁画栋，悬鱼

雀替，主人尽可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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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尘嚣横挡在高墙之外，在悠然的院中赏花观鱼，宁静养

性。传统的儒道出世、循世的矛盾在这外雄内秀的马家大院

里找到了平衡点。

马家大院临街大门高大气派，大院迎面是硕大的歇山

式南极仙翁、鹿鹤同春影壁。大院由垂花门楼相隔，南、北

大院为日字形二进院，东大院是目字形三进院。在马家大院

里，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大院大门向里看去，马家大院呈现一进比一进院落高

起。层层台阶托起的垂花门，彩绘斑斓，匾联秀逸，给大院

增添无限神韵。登阶而上，暗含“步

步高升、连升三级”的寓意。既能适

应主人对外接触交往的需要，又能满

足主人隐匿性的追求，使建筑有主有

次、有藏有露，给人一种院内套院、

门内有门的迷宫式建筑的神秘之感。

马家大院除建筑艺术渐臻上乘

外，还有着十分丰富有趣的民俗文

化内涵。在这里集中了诸多精美的

石雕、砖雕、木雕、彩绘、匾联等

饰物，俨然一副古色古香的明清风

韵民俗画。而许多的拴马石、上下马

石、鼓石、巨石插屏、影壁、浮雕、

风水楼、卷头、梁头、雀替等饰件，

又宛如一座多姿多彩的古典艺术大观

园。置身其中，令人久久驻足，不舍

离去。马家大院的各种饰物、饰件图

案，其题材多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



014

间祈福吉祥的内容，有“人生四幸”、“渔樵耕读”、“岁

寒三友”、“葫芦百子”、“明暗八仙”……还有西花园的

问天阁（原名梯云楼）。问天阁的建筑玲珑精美，外形酷似

鸟笼，相传乃马中选同三太太相见恨晚，宠爱有加，为讨三

太太欢心，修此建筑。隐有“金屋藏娇”之意，并有怕金丝

鸟远走高飞之虑。听着这个有趣的故事，看着这座奇特的建

筑，有曲折的梯道，依次通过吉祥、如意、平安、康健、升

官、发财等六层回廊，盘旋而上，似乎可循此而上太空，梯

云取月，与嫦娥絮语。更令人艳羡的是马老爷请工匠把入口

处设计为女子的樱桃小口状，楼上为三太太打造了一处纯银

的厕所，里面一应设施皆为银器、珠宝装饰，其奢华程度令

人咋舌，古今罕见。此楼复修毕后，必将成为游客的上上之

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马家大院东面货祥厅上，建有赏

月楼，西端花园中，建有问

天阁，楼阁东西遥望，给大

院增添了“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的雄浑的气势。

赏月楼居大院东端，

有纳东来紫气，旭日东升

之意。每月中旬，马中选总

要偷暇携全家登斯楼，品名

茶，举樽邀月，其闲自得。

尘世间的孤寂烦闷之扰，荣

辱得失之虑，随之一扫而

空。再加上楼北廊墙上，闲

云野鹤、摇竹翠柳等几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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