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市云州区落阵营村吕家大院与郭沫若写的《甲申三
百年祭》和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描述的闯王李自成
攻占北京后又兵败的故事有关。

吕家大院文化有着中华民族神话故事、古典文学和贤圣
哲学相结合的特点，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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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吕家大院故事

吕家大院的故事，从李自成攻陷北
京又被清军击败的清顺治元年即 1644 年
算起。相传，当李岩遭闯王诛杀后，其属
下将领吕天平便带着一营人马隐居到落
阵营，卸甲归农或经商，始终坚持从严律
己、为乡亲们办事的理念，至今已有 380
年了。

吕家大院的最初由来，没有官方文
字记载，往往在民间传说、神话寓言中显
现出蛛丝马迹：

其一，说很古以前，有一只凤凰从南
往北飞过云州区一村落下了羽毛（现名
叫峰峪村），随后又飞到另一村落在地上
休息了一阵儿（后取名为落阵村，其意为
凤凰落一阵儿，现民间还沿用），后因吕
天平的一营人马隐居此村而村名又加了

“营”字。
其二，吕天平文武双全很有文化，以

“读书世家”隐居，并和会种菜的当地村
民吕山河结拜为兄弟，用“以书换蔬”“以
书换粮”和“以书育人”的方式扎下根。
他购置御河沙滩荒地，开渠平地种植粮
油作物，修建村西的吕祖阁（又称炎帝
庙，炎生于陕西姜水，姓姜，姜吕一家的
吕祖庙又叫镇御河闹水灾的河神庙）、村
东的观音阁（俗称奶奶庙和双观庙）。当
时村民们不叫他“天平”，而叫他“田平”
和“填平”。村民见过他当时交易时，使
用过“永昌通宝”铜钱。

其三，吕天平爱写联，传下来的楹联
有：人有欲如禾需肥无则萎纵则枯 民按
律乃苗遵序春种忧秋获乐

另一楹联：
防欲如挽逆水舟歇力倒流 力善似

缘无枝树住脚下坠
其四，说吕天平爱种树，总结了三句

七字诀：
坟边李树活不长，吕门杨树拴马桩，

村南桑柏长成王。
其五，相传吕天平逝世，后辈们祭祖

有个牌位上写着：吕门李氏、王氏、马氏
之位。

吕家大院的传说与真实的历史，存
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有着历史发展内
涵和外延的连续性：

首先，他结拜兄弟的后人吕庆阳传承

下“以蔬换书”的宋明版到康乾、道光、同
治版 8 大瓮书，抗战时埋入村东吕家小院
驴圈，被日本人搜掠，残留的书籍收藏至
今。吕家大院传下的话：“看书不要钱，借
书不用还”。

村南桑柏指桑干河边的利仁皂村，
桑树和柏树都是 5 人合围不住的几百年
的古树，上世纪六十年代仍茂盛生长。
吕家坟上存有 6 人合抱的大杨树，直至
1958 年枯死，村民砍枯木历时三个月。

其次，村民解读其植树诀和牌位隐
语均含“李闯王”三个字，新中国成立后
在该村还见过“永昌通宝”铜钱。

再次，吕天平建成的吕祖阁。阁洞
深长宽大，供村民遮雨避暑。此洞三米
多高处留有明显的清代御河发洪水时，
涌入村里的土痕。二层既奉河神、又画
有 明 末 风 格 的 壁 画 ，内 容 是 劝 学 重 才
的。诸如，《岳母刺字》《孟母择邻》《头悬
梁、锥刺股》《炎黄争雄》《女娲补天》《精
卫填海》《羿射九日》《萧何月下追韩信》
和《张良求书》等。每幅画以芭蕉叶和彩
云间隔，各写一首诗。《张良求书》的题
诗：纳履张良王佐才，帝师学问由谦来。
一手推翻秦楚业，一手又把汉基开。《炎
黄争雄》的题诗：炎黄联军解蚩尤，炎帝
退离盐池湖。神农架山尝百草，再返太
行驻潞州。

第四，吕家大院曾遭大水灾，后来所
盖院墙外是砖，内包土坯，节约下的银两
捐赠村民修房建屋。至今村里陈子舜还
记得村里有位学究张凤岐先生，上世纪
五十年代经常带着一批中小学生在壁画
前讲解这些故事。他还不遗余力地讲解
从吕家大院讨来的《古文观止》中的 222
篇文章。

当 年 的 山 洪 除 村 东 北 面 地 势 较 高
外，全部受淹，房倒屋塌，村民们经常得
到吕家大院的支援和救济。

第五，从后人整理的《吕家大院家族
世系图》和史书记载表明，其家族至今的
10 代人分 5 个阶段践行着志远气豪、见义
勇为、行善积德和廉政为官的家风并发
展为落阵营村风。

吕氏家族发展脉络

一是农耕和手工业阶段。从“读书
世家”传承到“耕读第”并发展到手工业，

经过了从 1644 年顺治年间到 1820 年嘉
庆年间 176 年五代人的奋斗。他们在御
河流经落阵村西大片荒芜的沙滩地，修
渠 打 埋 、平 田 整 地 。 在 康 乾 年 间

（1662 年-1799 年），他们把流域沙地改造
成了千亩良田，种植粮油作物，并养驴、
牛各百头。从第四代的吕庆开始，开展
了 驴 毛 加 工 毛 口 袋 的 手 工 业 和 参 与 贩
盐、榨油和熬胶行业。农忙时，吕家大院
总要拉出半数的牛驴拴在门前供村民无
偿使用。当时村里流传一句谚语：“民用
畜力不发愁，庆字巷里有驴牛”。

第 二 是 从 农 业 到 教 育 再 到 从 政 阶
段。传到第六代，即清道光 1821 年开始，
吕瑭创办私塾任教近 30 年，成了后来任
清末协办大学士、清宣统皇帝经筵侍讲
官李殿林的老师（李是本区大王村人）。

《山西通志》贡举录第二十二卷记载：吕
瑭，大同人，昆阳州知州。《民国志初稿》
记载：吕瑭，道光廿四年申辰恩科举人，
授刑部主事，云南昆阳州知州，石膏井盐
提举，云南乙亥、癸酉、壬申、丁丑等科同
考官，特任河南大府之一，诰授三品，封
忠义大夫。吕瑭在云南为官，思乡心切，
经常派役员到客栈，寻找脚上小指头长
着二瓣指甲和会哼塞上“耍孩儿腔”的商
贾到衙门叙谈乡愁。“耍孩儿腔”流传的
地方是桑干河两岸的应县、山阴、怀仁和
云州区。传说是汉朝王昭君去北地时，
三县群众吟唱出无可奈何的声音（地方
戏种耍孩儿腔）。吕塘辞官回乡后，为村
学义讲。村中传人将义讲习惯传至五、
六代。其本人习惯于清晨上西阁，看见
哪家烟囱不冒烟，就派人送粮米。

第三是从农业到官、商、医阶段。到
第七代，即清咸丰到同治年间吕瑭的儿
子生春，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科 举 入 弟 ，钦 点 即 用 知
县、云南大理盐大使。他在
天津任县令时，经李鸿章上
奏，慈禧特赐吕生春殊荣，准
许其在主厅门前用斜砖铺砌
了一块 3 米见方的地方，略高
于院面，文武官员或庶民百
姓，到此地都要跪拜。这块
斜砖至今仍保存完整。

他们的后代，不论当官、
经商和行医，从不欺压村民
百姓，途经遇见红白事，总要

下车下马入户表达；经商从不缺斤短两，
量升斗，以堆尖为止，俗称吕家“尖商”。

吕 家 大 院 的 夫 人 们 在 同 治 五 年
（1866 年）、同治六年（1867 年），奉旨旌表
为“冰清玉洁”“节操松贞”匾额。

吕生春指导吕家几支人马，传承第
三代吕庆和第五代吕宝、吕艾的业绩，从
大同、内蒙古、雁北各县的“庆字号”发展
到北京、天津、上海。

他们在天津一带开的多处商号均称
“庆字号”。

清黎中辅所撰《大同县志》记载：“吕
宝于道光年间捐银十五两资助县志编撰
工作。”吕宝、吕艾的“庆字号”开到大同、
内蒙古和雁北各县，深得人们好评。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吕家大院
的传人用 13 年的时间，对主建筑群进行
了 大 规 模 修 建 。 这 些 院 落 互 相 勾 连 串
通，也把这条街更名为庆字巷。门楼前
的上马石、旗杆立座，门楼下的鼓石，门
廊内的彩绘，上千件的石雕、木雕和砖
雕，精雕细刻，栩栩如生，每一件都是珍
贵的艺术品。这些院落的门前耸立着不
少旗杆，门额上“进士”“贡士”“名医”的
牌匾也不少。

这些建筑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既
能看到云南、河南民宅的影子，又能看到
天津民居的风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庆字巷背后的一
条街高门大院，是吕塘之兄吕宝的儿子生
江、生汉落第从医所在。当时民间传颂着
悬壶济世、妙手回春吕郎中的美誉。他们
行医的传统是穷人开偏方速治，富人开连
续方慢治。这种美德，一直传到新中国成
立前后的吕大先生、二先生和三先生、四
先生……

吕家大院文化内涵外延研究（一）
□ 靳改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