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大不大的王家大院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属于王家

大院。以前的王家大院是由 4 个小院组
成的，现在存有 3 个小院。另外，一处老
房子已经翻新成现代建筑了。”11 月 29
日下午，无梁镇龙门村党支部书记王智
强说。

现存的王家大院，严格来说并不能
称为大院。因为它太小了，仅由上房、
两边的厢房和临街房组成。3 个紧挨的
小院加在一起，仅有 10 余所房子。称其
为四合院，好像更为合适。但在那个年
代，进出都极不方便的山区能建起来这
么多间屋子，不可谓不大。

王家大院现存的 3 个小院，每一个
都是标准的四合院样式，由上房、厢房
和临街房组成。其建筑形式是标准的
明清时期硬山式建筑。

硬山式建筑的屋顶有一条正脊和
四条垂脊。这种屋顶的最大特点是比
较简单、朴素，只有前后两面坡，而且屋
顶在山墙顶部与山墙齐平，没有伸出部
分。明清时期及其后，硬山式屋顶广泛
地应用于我国北方的住宅建筑中，是一
种等级比较低的屋顶形式，屋面使用青
瓦，并且是板瓦，不能使用筒瓦。

“原来老房子的屋脊两边是铁叉，
中间是圆形，就像月亮一样。据说在当
时 没 有 一 定 的 功 名 ，不 能 盖 这 样 的 房
子。”龙门村老人王振西说。今年 88 岁
的王振西是王家的后人之一，如今在王
家大院其中一个小院居住。

老人所说的屋脊上的铁叉，名叫脊
刹，位于正脊正中位置。

其样式多种多样，有宝瓶状、宝塔
状、三叉戟状等，有吉星高照、事事平安
等寓意。

王如金的故事传颂至今
要说王家大院的来源，还要从王家

人说起。
今年 76 岁的老人王振斌说，龙门村

王氏来自山西洪洞。王氏先祖迁移到
新郑市界牌村，多年后界牌村的王氏逐
渐落稳脚跟儿，发展壮大。多年后，王
氏的其中一支族人不知是躲避战乱，还
是其他原因，迁移到具茨山脚下的龙门
村。

清代，王氏中出了一位名叫王璐的
族人。王璐膝下有 4 个儿子，分别为长
子王如金、次子王如意、三子王如兰、四
子王如玉。四子中最为出名的是长子
王如金。

如今还居住在王家大院的老人王
振西，便是四子王如玉的后人。“王如玉
是我的老太爷，王如金是大老太爷。”王
振西老人说，王如金自幼饱读诗书，才
学过人，虽然身处山区，却立志读书考
取功名。

“据家里老人讲，王如金后来考取
了一定的功名，我只知道是县官。”王振
西老人说。

王 如 金 出 名 的 原 因 ，是 他 乐 善 好
施，经常放舍饭。“无论是过路的、挑担
子的，还是卖货的、要饭的，都能在王如
金家吃饭。”王振西老人说。

将一个盛满粥的大盆子放在门口，
让过路人都能吃喝，这种行为就是古时
的公益活动——放舍饭。饥荒年间，人
们往往通过这一举动救济灾民与乞丐。

放舍饭的人，有时候来自官府，他
们用国库里的银钱来赈灾；有时候来自
寺院。

此外，放舍饭的还有富人，这样的
人一般有能力接济贫苦之人，落一个乐
善好施的美名。

王家大院的“大餐桌”
关于王家大院，在龙门村还流传有

这样一则传说。
在龙门村西面的一处山沟处，有一

处别致的土垌叫王禄垌。相传以前有
一个叫王禄的人带着妻子讨饭到此处，
他们依据地势挖土垌居住。也许是处
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挖的土垌分为
上下两层，人居上层。

有一天，山外来了一个风水先生。
王禄心地善良，对风水先生好生善待。
这位风水先生小住几日，便要离开。临
走时，风水先生告诉王禄，附件有一处
好宅地。

王禄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在该处
修宅建房，后来家里发展到几十口人，
车马成群，牛羊满圈，田地上百亩，盖起
了好房子，成了龙门村有名的财主。他
家的宅院就是如今的王家大院。

传说是否可信，传言中的王禄是否
是从新郑市界牌村迁徙而来的王璐，我
们不得而知，但从村民口中，我们得知
王家大院的主人确实家境殷实。

王振斌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
故事。40 年前，王振斌在王家大院后山
上的耕地里犁地。大儿子在他身边玩
耍，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儿，在地上敲敲
打打，偶然间发现一罐银圆。

“俺大孩儿说不知道捅到什么东西

了，我掀起来一看，是一个罐子。打开
罐子一看，里面是银圆。仔细一数，有
400 块。”王振斌老人说，这 400 块银圆，
其中 200 块在银行以一元一块的价格兑
换了 200 元。他在回家的路上，用其中
一部分钱买了两包麸子喂牛用。后来，
村里来了一位收银圆的人，另外 200 块
银圆，他以 7元一块的价格卖掉了。

挖出银圆的不只是王振斌一个人，
附近的村民在耕地的过程中，在王家大
院周围也挖出过四五罐银圆。

村民说，当时世道不太平，可能王
家人不敢在家里放钱，就用挖坑土埋的
方式保存银圆。

在王家大院对面约 50 米处有一个

土寨，当地人称其灰坡寨。土寨上方平
坦，四周陡立，高 10 多米，处于王家大院
门口，恰似王家大院前的一张大餐桌。
村民说，王家发家的原因是受了风水先
生的指点，寻了处好宅地，门前有餐桌，
好吃饭。

传说毕竟是传说，王家人是凭着一
双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在偏远的
山村中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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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窝里的王家大院
□ 记者孙江锋文/图

龙门村地貌奇特，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流传有颇多传奇故事。有卧佛山、拜佛台的故事，有刘知远的传说，有神秘的
老龙潭沟的故事，有劈山救母沟来源的神话传说，有土龙下山、土龙卧岗的故事，有众所周知的具茨山下“跑马岭”的故
事。此外，还有现存的王家大院。

提到大院，就让人想起著名的封闭式建筑群乔家大院，其有6个大院、30个小院、300多间房屋。在偏僻的龙门村也有
类似的大院吗？让我们推开屋门，掀开历史的一角，一起探寻王家大院的故事。

核心提示

王如金居住过的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标准的明清时期硬山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