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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二批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公布，洛阳有12个村
落上榜。这 12 个村
落或建筑风格独特，
或文化底蕴深厚，均
有不可复制的历史
记忆。洛阳晚报记
者将带领大家走进
这些传统村落，领略
它们的独特魅力。

后上庄村

王家大院经风雨>>

后上庄村位于洛
宁县下峪镇，地处洛
宁、栾川、卢氏三县交
界，距洛宁县城 45 公
里。村南为崤山，村
前为后上庄河。村中
有王家大院，大院由
四 个 相 连 的 院 落 组
成，占地 8 亩，古色古
香。大院外围栽有蜇
人草，以此来看家护
院。近年来，后上庄
村的历史人文气息和
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
画家、摄影家来此写
生、摄影。

写生摄影两相宜>>

19日一早，我们从洛阳市区出
发，驾车前往后上庄村。由于连日
降雨，前往洛宁的高速公路暂时封
闭，我们花了近4个小时才到达目
的地。

王家大院位于后上庄村东北
部，为明末清初建筑，现有保存较
好的房舍64间，其中部分房舍仍有
村民居住。

55岁的王建超是后上庄村
村委委员，负责村里老房子的
日常管理，他对王家大院的历史颇
为熟悉。

王建超说，王家大院分西院、
中院、东院以及花园四部分，均坐
北朝南，建筑结构严谨，布局合
理。西院、中院各成一体，分别取
名敦伦堂和敦理堂，都有主房和
东、西厢房。院门前的大块青砖上
雕有花朵，屋檐上的长瓦也有花
纹，制作精美。门窗雕刻精细，花
样繁杂，有花鸟和野兽图案。

东院上房为两层檐式建筑，一
层两侧各有一孔砖固窑洞，东侧建
有楼梯，可上到二层，二层为绣楼。
东院东侧连接着一座十几米高的瞭
望楼，当地人称其为炮楼。据传，旧
时上房周围还有过庭、正庭、厢房等
建筑，廊檐密集，今已不存。

我们看到，由于连日降雨，东
院上房的二层有一部分坍塌，地上
散落着柱子和砖块。“太可惜了，下
雨前房子还是好好的，这几天没有
来看，没想到就塌了。”王建超说。

好在一层的后墙下部为条石
砌成，非常坚固。条石之上用青砖
砌成，青砖分为头号砖和二号砖，
头号砖每块重达 9公斤，二号砖
稍小一些。东院门楼正对面的影
壁墙，有200多年历史，保存基本
完好。

花园在东院的东边，被王建超
称为王家大院保存最完整的建筑，
至今仍有人居住。院内建筑的前
檐下有木刻雕饰，十分精美。王
建超说，旧时王家在院子外面开
辟有花园，每到花开时节，王家人
就住在花园里的房屋内，近距离
赏花游乐。

王家大院为后上庄村带来
了辉煌的历史，成为村民们引
以为豪的资本。采访时，我们
看到村前的后上庄河水流潺
潺，村民们在河边洗衣服。
一棵上百年树龄的皂角树长
在河边，巨大的树冠将午后
的阳光遮挡。此情此景，美
不胜收。

美景自然能吸引爱美之
人。王建超介绍，近年来，由于
交通便利，后上庄村的秀美风
光和文化积淀吸引了许多高等
艺术院校师生来此写生，也有
许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来此
摄影。

眼下，后上庄村所在的下
峪镇已经成为豫西地区最大的
写生摄影基地，是河南大学、郑
州大学、洛阳师院、商丘师院、
周口师院、湖北美院等省内外
40多所高等院校的定点写生教
学实践基地，是河南省、洛阳市
摄影家协会摄影基地，是河图
网、绿森数码网、太阳鸟摄影网
等定点创作基地。

此外，当地正在打造下峪
镇影视基地，《青春的方向》、央
视电影频道爱拍电影栏目主创
的微电影《柳林镇》等，均已在
下峪镇开机，影片中不少场景
取景于后上庄村。

实地看过王家大院的规模和现状
之后，我们感慨颇多。王家大院是在我
们已经采访的11个传统村落中建筑规
模最大、建筑形式最精美的一个古宅
院。从这里可以看出，后上庄村的王家
在历史上一定是家财万贯，而且在对建
造宅院方面很讲究。但是，王家大院的
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亟待改善。

关于王家大院的建造，当地人的传
说有两个版本，都与李自成有关。据说
是李自成为王家大院的修建提供了资
金支持。

相传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后，在
豫西商洛山中招兵买马，在卢氏至洛
宁的山中开矿炼铅、炼银，并在山上修
了一个银库。

李自成起兵走时，将银库交给一王
姓青年看管，此人临终时将银库托于子
孙看管。后李自成起义失败，全军覆
没。王氏后人将银库交予其他起义军，
起义军首领感其忠诚，赏白银三百两，
王氏后人以此为本钱外出经商，发迹
后，回家盖房。

另一说是李自成起兵走时，将剩余
银两藏在山上。李自成起义失败后，王
家人偶然得知藏银地点，便偷偷取回银
两，也就是从那时起，王家大兴土木，开
始了豪宅建设。

豪宅虽好，首要防盗。怎么防盗？
王家人有好办法，种草。种什么草？蜇
人草。领我们去看大院的王建超，指着
路边的一种绿叶、长茎、结有花穗的植
物提醒我们：“要小心，这是夏麻叶
（音），扎人比较痒。”

我们回来查阅资料，才知道王建
超所说的夏麻叶（音）原来是荨麻，又
名蜇人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其
茎叶上的蜇毛有毒性（可使人产生过
敏反应），人及猪、羊、牛、马、鸡、鼠等
动物一旦碰上就如蜂蛰般疼痛难忍，
它的毒性能引起刺激性皮炎，表现为
瘙痒、严重烧灼感、红肿等症状。蜇人
草特别适合庭院的防盗。

除了大院外围，经过王家人的多年
栽种，现在蜇人草在后上庄村很常见。
据说从王家大院建成起，蜇人草就被引
进种植，时过数百年，王家大院的辉煌
早已烟消云散，蜇人草依然生机盎然，
可谓“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蜇人草看家护院>>

▲王家大院西院的敦伦堂

▲王家大院屋脊兽

▲王家大院的精美砖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