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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春秋兴废，现在老县衙
旧址上，雕塑、浮雕、碑刻等历史形
式都得以再现。老县衙朱红色的复
古大门，门口设有石狮子，还有喊
冤鼓，在“老县衙”文化街的内墙上
还有泰安古代“十八良吏”的生平
图像浮雕，是由清代手绘图翻刻来
的。”周郢介绍，现在的万力大厦所
在地，就是老县衙的旧址。老县衙
建于清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其
最早为明代兵、刑两部尚书萧大亨
的故宅，清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设立泰安县后，由知县李松在
此基址而构建。之后乾隆、咸丰各
朝都有重修，规制渐备。民国时是
泰安县公署、县政府，建国初是泰
安县人民政府，两百年来一直为泰
安县的行政中心。

据民国《泰安县志》县署图记
载，老县衙坐北面南，中轴线上排
列着主体建筑大门、亲民堂(大
堂)、致中堂(二堂)、迎宾厅、退思堂
(三堂)、后门等。县衙的首部建筑
叫照壁，是青砖浮雕组成的一字形
建筑。照壁的正中有一个形似麒麟
的怪兽，“贪”，这是一种神话传说
中的贪婪之兽，传说它能吞下金银
财宝，但它并不满足，张着血盆大
口，妄图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落
了个粉身碎骨，葬身悬崖的下场。
照壁绘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主
要警戒官员不要贪赃枉法。

老县衙大门面阔三间，明间为
过道，东梢间的前半间置“喊冤鼓”
一架，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梢
间的前半间立有两通石碑，上面刻
有“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更
增加了县衙的严肃性。大门是门子
打更报时、监管进出人员的第一道
防卫之门。

从大门到大堂甬道的中央有
道门，叫仪门，是县衙的第二道门。
中间的大门时常不开，只有新官到
任的第一天或迎接州、府官员时才
打开；仪门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
门，东边的叫“生门”，过去时常开
着，供人们日常出入，西边的门叫

“死门”，又叫做鬼门，当犯人被判
处死刑之后，从西门拉出去行刑，
所以旧时处决犯人叫做走西门或
上西天。

过了仪门，就能看到一座高大
壮观的建筑，这就是县衙的大堂。
大堂是知县发布命令、举行重大典
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
大堂后为门子房。守卫门子房的人
叫“门子”，由知县的亲属或亲近的
人担任。老百姓告状或者办事，最
先接触的就是衙门看门的门子，时
间一长，“门子”逐渐变成了“门路”
的意思。现在人们常说的“走门子”

“走门路”之类的话就是从这里演
变而来。

几经演变形成

府衙大院

县衙大印仅底座就有一人高

大片的青砖红瓦复古建筑、朱红
色的县衙大门、巨大的县衙大印…… 6
日，记者来到位于岱庙南 88 米、通天
街中段的老县衙。在老县衙大院看到，
县衙大院东侧入口处有三个拱形的通
道，上面刻着“萧大亨故居”几个字，不
远处矗立着萧大亨的铜像，昂首跨刀
威风凛凛。紧邻塑像有三块石碑，分别
记载了萧大亨其人和老县衙的历史典
故。

在铜像西侧的亭子旁边，有个水
池，内有原木制的水车，岸边石凳和圆
桌上，坐满了前来游玩、休息的市民和

游客。来自烟台的游客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早就听说泰安的老县衙大院是
泰安旅游的一个新景点，也是泰安老
县衙的所在地，所以在爬完泰山后特
意过来游玩。

“东面墙上刻着泰安十八位历代
名吏的浮雕，还有相应的文字介绍。南
边的那个县衙大印，刻得惟妙惟肖，以
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印！”王先生
说完，就忙着和同伴在县印下面拍照
留念。记者看到县印仅底座就约有一
人高，上面刻着“泰安县印”四个红色
大字。

老县衙博物馆复原历史旧貌

穿过老县衙的文化街，就可看到正
在施工的泰安老县衙博物馆，博物馆位
于府前街 8 号，泰山——— 岱庙旅游中轴
线上，坐北朝南，二层建筑，仿明清复古
外观设计。馆内重现清代泰安老县衙原
貌，通过雕塑人物、仿真刑具、沙盘模型
等清代元素，使游客亲身感受泰安老县
衙的气息和老泰安的人文历史。

泰安市老县衙博物馆筹建处项目
经理高建红说，泰安老县衙博物馆一期
建设项目已基本完工，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内部格局架设以及老县衙外观古貌
恢复等。二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中，包括内部展厅分类及陈设，声光电
等高科技技术产品的应用，外部周边环
境的改善及规划等，重现当年作为泰安
地标的老县衙风貌。

“老县衙博物馆正在进行内部的装
修工作，一个月左右就能完工了，这些
玻璃格子内都是用来摆放老县衙文物
的，等到开馆的时候绝对能让你们大饱
眼福。”一名工人停下手里的活，笑呵呵
地说。

泰山学院教授、泰山文化研究员
周郢称，由于年代更迭和历史原因所
限，目前老县衙已没有遗留一些残垣
断壁之类的文物了。当初建万力大厦，
挖了几十米的地基仍没有发现一块石
碑。但即使没有历史痕迹，作为一个名
人故居遗址和历史上泰安县的行政中
心，只遗存一个文化符号的老县衙仍
是泰安重要的古地标之一，复古建筑
群和政治文化底蕴，赋予了这个地标
特有的古韵古风。

从明万历年间泰
安著名官吏萧大亨的
故居，到清雍正十三年
构建的县府衙，再到民
国时的泰安县公署、县
政府，及至建国初的泰
安县人民政府……经
历了 400 多年风风雨
雨的泰安老县衙，至今
仍是泰城重要的老地
标。

老县衙文化街的内墙上还有
泰安古代“十八良吏”的生平图像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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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县衙最醒目的当属这个巨大的县衙印。

泰安老地标系列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