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民居

温家院

温家院位于神厘镇东街，是目

前保存较完整 、 面积最大的一处古

居民建筑。占地8000多平方米，建

筑面积 1000多平方米，是民国期间

温氏大家族建造的家庭聚居大宅

院。此院坐西朝东，大门高大雄

伟，两扇木门上有鸟、兽等木雕，

进门北墙立有一大石雕。以火门为

中轴线分南北两个独立的住宅区，

其中北院建筑面积大 ， 结构复杂 ，

全是一进五的宅院。每小院均有上

房、厢房，主房为两层 ， 圆楼、圆

窗、圆门 ， 很有特色 ， 从大门往里

有 60多米深。越往里进，门台越

高，住的是辈份长的老者。中轴线

以南的院落未建成，只有一个小四

合院。有一老井， 一年四季水质清

澈甘甜。

霍家院

在家院位于神屋镇老街中心 ，

是神屋霍家祖居。并列三宅三进四

合院 ， 现霍家院只留东宅前院 ， 木

雕大多己被人拆掉变卖 ， 只有正厅

留有二龙戏珠，明柱石墩仍保留完

好，石墩分上中下三层。

自家院

臼家院位于神屋镇老街中心 ，

是神屋臼家祖宅。自家院建于清雍

正年间 ， 原宅为三进四合院，坐北

向南，总占地面积 1800平方米，建

筑面积520平方米。白家院现存后院

主楼及左右厢房，全为硬山小瓦土

木砖石建筑。主楼完好 ， 厢房己塌

毁，院中过道狭窄，宽约五米，可

谓庭院深深。





神屋镇王家大院

王家院

王家院位于神厘镇中心北大街

47号，是神厘望族王氏的祖宅。王

氏在神屋是一名门望族，其子孙曾

有在清代北京为官者，死后嘉庆皇

帝追封其为武德佐骑尉(现族人有追

封圣旨)。因此，王宅建筑豪华，清

朝皇帝及各级地方官府多次为王宅

题字挂匾。王家院占地面积3000平

方米，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该院

坐东向西，高门台，走马门楼，石

雕门墩，木雕门额，砖雕花角，五

脊六兽，有影壁。转券垂拱二门，

六阶两层上房，从右山墙可达后

院。砖雕、木雕、石雕及房头小饰

物，均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

值。

辛家院

位于西大街，坐北向南， 一进

三院，现保存有大门、过门、主房

和厢房，主房为三 间 三层，铁裹

门，石窗，安全防火性能好。



转角楼

坐东向西，是一个占地数亩的

四合楼院。二层门楼，双扇大门 。

进门后，依门板作梯可登上二楼 。

从门楼向北、向东、再向西，不用

下楼，可转大院一周。大院之内，

楼上楼下住着几十户人家，便于联

防，互为照应，可防匪、防盗。这

是北方地区不常见宅院格局，很有

历史研究价值。

都家院

希ß家院坐落在神屋西大街中段

一口老吃水井旁，坐北面商， 三进

宅院。 后院是三间三层砖石结构的

楼屋，底层为青砖拱券，屋内有木

棚板，战乱中顶层楼板己烧毁 。 东

西厢房各两间，两层楼房，灰瓦屋

顶，整个院子进深约六米，宽八

米。院内有井、牲口屋 、 磨房等。

院子虽然不大，但很有地方特色文

化。

张家院

神厘镇的张家大院共有60多

个，南大二道街有五个，东大街就

有19个，北大的北寨和五道庙就有

16个， 红石桥有四个，关爷庙有三

个，苗家湾村的野猫洞是张姓村，

边沟村的库房沟一个小自然村张姓

占百分之九十六，自峪村的三个村

民组张姓占百分之九十五。

张家院和张家大院的特色:神

屋镇的张家院根据其经济状况的不

同而确定其建筑的特色，有的是一



进三的宅院(等于三个小四合院，有 的是根据宅院的忻况仅有一个主房

大门， 二门，过屋，堂屋) ，有的是 (住房)、厨房、大门。有条件好的

一进五的宅院(等于五个小四合院， 在大门外设有上三或上五的台阶，

有大门， 二门，过屋，再过屋，堂 上马石或下马石，拴马撤等。张鑫

屋) ，有的过屋是明三暗五(从外看 澜家的大门外右侧专门设了琉璃关

是三间房屋相当于五间房屋的面 爷庙，成为街坊邻居宗教信仰、祈

积，内设四根明柱子) ，有的是墙倒 祷求神、祭祀烧香、消灾驱邪|竹~J

屋不塌， (墙内和梁下主要部位均设 所。

有柱子，等于现在的框架结构) ，有

的使用避水躲宅法靠一边行走(根据

宅院坐落有靠右侧行走的，有靠在

侧行走的) ，有的取中直出直入(从

大门口到后堂屋为一条直线行走)。

最简单的是一个小四合院，有大

门，东西厢房和上屋，还有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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