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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堡、寨，或称坞、壁、垒、营等，是我国古代用于军事防御而建筑的小土城。
一般都是在外族侵扰或农民起义时，豪强地主组织的以封建家族为核心、以夯土围墙为标志的封闭庄
园。
在晋中地区，  “堡坞”或“堡”，主要是以村镇外围作为屏障的土堡；  “堡寨”或“寨”，则多是
在非村落区的独立防卫建筑。
    从史料看，堡和寨最早始于东汉末季。
自安帝至灵帝（公元107-188年）的80年中既有数十次民变，又有鲜卑族对幽、并、凉三州沿边诸群连
年不断的攻袭杀掠，各地的强族富豪为图自保，聚集族人和部曲，邀纳门生和故吏，招兵买马，建筑
营寨。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以黄巾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各地堡坞豪强（如在陕西眉郿县筑坞的董
卓等）纷纷与官府勾结，率领部下参加作战，镇压起义武装。
经过长期的军事斗争，有的堡坞豪族发民成为强大的武装割据势力。
而战乱的幸存者出人意料亲身领略到“堡”或“寨”对家族的庇护作用。
    汉族豪强建筑堡寨的又一个高潮是从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开始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混战，许多
富豪迁逃江南，一些留在中原地区的豪强地主结聚宗族乡亲，筑堡立坞，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封建
权利。
在这一二百年中，堡坞不断发展。
有的依山傍水，有的平地筑城；一个堡坞，往往包括几十、几百家，甚至上千家。
堡坞内部，除坚固的房屋外，还有田园和作坊。
堡坞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的武装。
同姓人聚族而居，族长利用宗族法统和地方观念，保持封建割据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大的堡坞内
还有教育和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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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芦舟：从王家现存的这两个堡看，每个堡里的各个宅院既连贯而又独立，院里套院，窑房兼备，亭台
楼阁，错落有致。
建筑风格上既有北国的豪放，也有南方的雅致；既有官府的气派，又有晋中民居的乡土情怀。
可以说，这两座堡不仅是建筑的精品，同时也是艺术的杰作。
    李玳：把王家大院誉为“晋商第一堡”，毫不过分。
    楚胥：细细领略堡院里精美的砖雕、石雕和木雕，再从整体建筑布局的艺术风格来看，这座族堡充
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氛围，显示了这个家族在农村环境中，辛勤耕作、诚信经营、刻苦读书、忠君爱
国，从而走上仕宦道路的历史。
    姚显：书院里的那副楹联真耐人玩味：  “河山对平远，图史散纵横”，既有宽阔的胸襟，又有广博
的才学。
    李玳：还有一副：  “簏簌风敲三径竹，玲珑月照一床书”，其中的意境，堪称奇雅之至。
    郑凡：我那位老本家板桥先生题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摘来红叶补烟霞”，豪放而浪漫，真正写出
了他那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
    吕飞：王家堡院里经商的痕迹太少了。
    芦舟：封建社会里，普遍重农轻商。
成为仕宦人家之后，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经商就“讳莫如深”，至少不轻言妄谈了
。
    赵婧：文化品位高了，就不爱财了，是不是？
    小贾：那可不是，他们还是很珍爱自己的家产的。
修上高大的院墙和堡墙，就是为了把万贯家产代代相传。
    李玳：这些高墙深院对于家族安全固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如果紧锁堡门，与世隔绝，也会发生意
想不到的灾祸。
    王犁：是啊！
王家原来还曾有过一座“铁裹门院”，铁裹门就是古代坚固的“防盗门”，从里面也能锁死。
一百多年前，这个院里住着王氏一家20多口人。
光绪三年大灾，穷苦百姓终日乞讨，难以活命。
他们一家人紧锁铁门，不与外人来往，只顾自家饱暖。
结果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伙强盗翻墙而入，把他们全家老小都杀死了，抢走不少金银财宝，然后又
越墙而逃。
临近年关，从娘家回来的媳妇喊不开门，由门缝里看到半个月以前下的积雪仍然平铺满地，没有打扫
。
她心生疑惑，叫人撬开大门，才发现全家人早在下雪以前就都被杀害了。
    赵婧：听说那个媳妇是和婆家闹别扭，赌气回了娘家的。
    郑凡：赌了气，保了命，也算值得。
    芦舟：在晋商巨族中，静升王氏家族兴起较早，垮得也较早。
鸦片传人中国以后，许多富裕人家的纨绔子弟都习染了。
王家从道光年间开始败落，十八世以后的子孙大都吸食鸦片，王汝聪兄弟二人的四个儿子和四个孙子
都是因为吸毒成瘾，造成家破人亡。
光绪十七年，二十世王嘉言把“视履堡”的府第门院全部卖掉，自己流落街头乞讨。
民国初年，  “恒贞堡”内的院落也陆续出卖。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家许多人南迁四川，落籍他乡。
    小贾：1950年土改，王家几个堡里的房屋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
两百多年的族堡，人去物非了。
    李玳：我由不得想起刘禹锡那首诗：  “乌衣巷口夕阳斜，朱雀桥边野草花。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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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飞：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沧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王家这两
座“堡”整体保存还算完好，这可真是“劫后余生”。
    楚胥：1996年，王家大院得到了国家文物专家的青睐，被列为山西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同年，堡里
的住户陆续迁出，开始动工修复。
1997年和1998年，“视履堡”和“恒贞堡”相继向游人开放。
这座保存最好的族堡，终于受到了世人的赏识。
    小贾：既然静升镇有如此宏大的族堡，那么灵石县境内必定还会有其他的“堡”，是不是？
    芦舟：当然。
静升镇东面的旌介村，民国年问就曾有过4个堡；南面3千米的马和乡，抗日战争爆发前也曾有3个堡；
马和村南的吴家山头村，至今还能见到村堡的残迹；静升镇西面的苏溪村，旧时也有过村堡。
旌介、马和、苏溪三个村庄，离静升镇都是3千米左右，吴家山头大约6千米。
这些“堡”，现在都已被毁坏，有的几乎找不到痕迹了。
    郑凡：如果从介休乘火车南行，进入灵石境内，第一个村子叫桑平峪，第二个村子是冷泉，都有村
堡。
两渡镇上有座“何家大院”，人称“八卦院”，占地1500平方米，也是一处坚固而精美的族堡。
清代和民国时期，何家出过好几位知名学者和政界人物。
    王犁：两渡镇西北8千米有个杨家垣村，西南3千米有个索洲村，这两个村附近的山上也都有村堡。
    芦舟：由灵石县城往静升镇方向，离城不远就有个上村堡。
城东4千米处的北王中村有个“天险堡”，据记载建于明万历年间。
    姚贤：由南关镇向东9千米，有个仁义村。
村北有座“仁义堡”，也叫“仁义寨”，山势险峻，四面峭壁，好像是天然生成的。
这个堡据说是隋末军阀刘武周修筑的，李世民率军攻破后，定名为“仁义堡”。
    吕飞：这些“堡”，少数是王家大院式的“族堡”，大部分是“村堡”，但修建“村堡”集资的份
额中也是以富商人家出得多。
穷人出不起钱，只能多出苦力，也就是多摊些劳动日了。
    赵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合力，保卫家园。
    李玳：现在说的都是“堡”，灵石县境内有没有“寨”呢？
    楚胥：灵石的“寨”，目前知道的至少有三座：一座是马和乡东南3千米曲柏村的“曲柏峪寨”，也
叫“军寨”，那里山势很陡峭，古代想必驻过军，是村民们在战乱年代躲避兵匪之处；另一座也在马
和乡，是尽林头村东南“三清沟”里的“三清寨”，地形图上标的是“三奇沟”里的“三奇”，离马
和村大约4千米，这是一个高耸的岩峰，岩峰的悬崖既长又深，也曾成为村民们的避乱之地，现在还
能见到一通“修三清寨门碑”，近来去那里游览的人不少。
    小贾：听说“三清寨”的风景特别好。
    王犁：县城东15千米牛鼻山的山崖上，地势高峻，曾经也是村民们躲避兵患的地方，当地的人们称
它为“送饭子寨”。
    赵婧：怕是连做饭的条件也没有，只能带上干粮临时躲避几天。
再多待几天的话，就要靠山下的人偷偷地给送饭了。
    芦舟：灵石县的“堡”和“寨”，大多分布在县境的东北部。
这两座寨，现在都已经塌毁了。
    郑凡：说到“寨”，还是太谷和榆次比较多。
    小贾：到了那儿，再走山窜寨吧。
    姚显：静升住宿条件不错，“恒贞堡”西面重修了“崇宁堡”，已经开始接待游客，今晚就住这儿
吧，明天北上介休。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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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冬，在编撰《儒商常家》一书过程中，在郑静山和梅生两位老朋友的陪同下，我专程走访了榆
次区北田镇与庄子乡交界处车辋常氏家族的“崇原寨”。
梅生是车辋常氏16世北常后裔，北常的“崇原寨”当地称为“西寨”。
    我们三人从寨底村后举步，攀登到“西寨”的寨院，面对高大的寨墙、残破的院壁、塌毁的窑洞和
遍地的瓦砾，我们的思绪飘忽不定，一阵儿朦胧地出现了150年前建筑这个山峁土寨的热闹场面，一阵
儿闪现出百年前一位老举人在这里教书和浇花的镜头，一阵儿又仿佛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的破落
凋敝景象⋯⋯。
静山君当即拍摄了“西寨”和“东寨”的十几幅照片，梅生君和我后来都分别撰写过一些有关文章。
    2003年夏，我在榆次居住，  “非典”期间，独自一人到长凝、北田、东赵、什贴和鸣谦(今乌金山
镇)等乡镇的山区和半山区，对20世纪留下的十几座堡寨遗址进行了考察和走访，用“傻瓜”相机拍摄
了几十张照片，同年冬季开始了对堡寨史料的搜集，得到郭齐文先生和郭思俊先生的鼓励和指教。
    2005年春，我在撰写《皇商范家》一书时，实地考察了介休、灵石两县范围内的一些堡寨遗址，多
次得到侯清柏先生、王儒杰先生的指教和张原范氏、北贾侯氏、静升王氏族人的帮助。
    2007年，为编撰《晋商十大家族》，我又先后考察了晋中五个市、县的堡寨遗址；同年，在省图书
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和省史志研究院图书室等处进行相关资料的全面搜集和整理，萌发了编撰《晋商
堡寨》的想法。
    2008年春、夏，我两次考察太谷“青龙寨”；并随太谷县委宣传部、县志办和钛谷手艮》社的领导
同志考察了太谷南山的四个山寨，得到县志办程雪云女士等人的热心协助；还在祁县交通局马德旺、
卫秋田夫妇的陪同下，考察了祁县的堡寨。
    2009年，郑静山先生、姚孝贤先生、贾企周女士和吕飞飞女士等曾分别陪同我和赵剑英女士再次考
察榆次的“西寨”、“东寨”，太谷的“青龙寨”和介休、平遥的堡寨，拍摄了大量的图片。
考察期间，我曾专赴太谷，得到晋中党校原常务副校长赵荣达先生的指教和程雪云女士的帮助。
    《太谷报》社副社长白志强先生从事新闻摄影20余年，热衷于晋商遗址、遗物的摄影工作。
他于近年多次到太谷南山的各个山寨中艰辛考察，跋山涉水拍摄了大量的优质图片，并曾在平遥举行
过展览，2009年在《山西画报》总第182期上以《瓦砾余晖》为题登载发表。
本书中太谷南山的大部分图片和青龙寨的1幅图片，均来自于白先生的艰辛劳动。
为此，特别感激白志强先生，谨致真诚的谢意！
    《晋商堡寨》一书得以问世，实现了我这个年近古稀之人的夙愿。
谨向这九年以来给予我鼓励、指教及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此书和《晋商十大家
族》、《晋商茶路》出版及《儒商常家》再版给予支持的赵建廷先生和付出过繁重而精心劳动的责任
编辑李慧平女士致以感谢！
    程光  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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