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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执导的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乔家大
院为世人熟知。您知道吗？在我市洛
宁县上戈镇上戈村也有一座乔家大
院，它同山西乔家大院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透过残缺砖雕木雕
依稀可见当年辉煌

近日，从市区驱车约1小时30分
钟，《洛阳晚报》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戈镇
的乔家大院。大院门楼不是很高。“这
是乔家人的风俗，讲究低调内敛。”洛
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门上方四块刻有莲花、菊
花、仙人的精美墙砖，还是透露出当年
的辉煌。

大院由4座砖木结构宅院和一座窑
洞宅院组成，占地约30亩，整体布局为

四合院，屋顶均是硬山式，仍有几户村
民在院中居住。“硬山式屋顶是屋面以
中间横向正脊为界，分前后两面坡，在
明清民居中很常见。”该负责人介绍说。

院内的台阶、门窗随处可见精美的
砖雕、木雕，虽然它们中很大一部分在
不同历史时期遭受了破坏，但是透过伤
痕，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风采。

源于明代
与山西乔家大院一脉相承

洛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上戈乔家大院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当时由于中原长
年战乱，人口锐减，朱元璋便发动了一
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山西乔家第22
代子孙乔万升就是那时从山西迁至洛
宁上戈的。

迁至洛宁的乔家一脉人丁兴旺，不
少子弟无论是读书入仕还是经商做贾，
都很有成就，宅院也一直在扩建。到清

朝中后期，这里已经宅院连片，乔家也
富甲一方。现在，上戈乔家大院保存下
来的建筑，就基本为清代所建。

清朝末年，这里还走出了一位大人
物——乔子南。他才学过人，为官清正
廉洁，官至安徽巡抚。晚清重臣、洋务
派首领左宗棠把他奉为知己，曾书写对
联“诰落古今成一体，风流儒雅亦吾师”
赠予他。

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的相关专家
也曾到此进行考察，认定其建筑风格、
布局均与山西乔家大院一脉相承。

“院宽不过丈”
富有豫西特色

上戈乔家大院有一个明显的特
点，那就是里面每个小院都比较窄。
在这几处院子中，只有一个宅院比较
宽，但是东西两厢房的前檐上各加有

“斜撑”，形成两道檐檩，这样又将宽院
子收窄了。

相传，匠人建好这座“宽”宅院后，
乔家人很生气，因为上戈乔家有“院宽
不过丈，过丈人不旺”的说法，要求对其
改建，于是才有了此处宅院现在的特别
景象。

其实，这是豫西民居风格的典型表
现。“豫西民居的特色就是窄院宽房，之
所以有这样的风格，是因为豫西地区重
峦叠嶂，好的住宅用地非常稀缺，这样
能够节省土地。”我市民俗专家刘百灵
介绍说。

随着上戈乔家大院成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这座藏在“深山”少人识的大
宅将得到更好保护，向更多人展示独具
魅力的豫西风土人情。

■行车路线：

沿郑卢高速（卢氏方向）行驶114公
里，至上戈站下站，沿省道323向北行驶
8 公里至上戈镇中心卫生院，向西 500
米路北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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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今年1月，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我市共
有38处文物入选，包括洛宁上戈乔家大院、孟津鹞店古寨等
我们以前并不熟识的古迹。它们有哪些历史价值？背后又
有着怎样的故事？本报今起开设《走近第七批“省保”》栏目，
带您探访它们的历史和现状。

上戈乔家大院：
藏在“深山”少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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