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老宅翻出 16 张百岁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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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发现

这些地契颜色暗黄，多数保存
比较完整，有四五张已遭虫蛀、鼠
咬。其中 1 张买方署着“玉德堂”，1
张买方署着“高耀堂”，还有 9 张买
方为“高文庆”，其余署名并非高姓
人。

“爷爷 1999 年就去世了，爷爷
留下的一只老箱子，原先家里人没动
过。”高万星说，前天有个收旧货的来
了，他把箱子搬出来，想卖掉，这才看
到箱子内布垫子下面有一层旧纸，他

仔细一看发现全是地契。收旧货的想
买，他说不能卖，“这是家史见证，得
收藏着。”

“高文庆是我父亲，他字同文，
一般人都称他‘高同文’。”高万星
76 岁的姑妈高玉兰说，她老家在古
城内的前王园街路南，光绪年间到
民国前期，那里有我家占地近 1 亩
的一处四合院。那时，院子中有 20
多间房子，正房里挂着‘玉德堂’的
匾额。民国后期，那院子就小了，我

的一位堂曾祖高华堂 1946 年还是
在那个院子里去世的。她找出一张
地契，只见上面写有“中人高华堂”
的字样。

高玉兰说，光绪年间，她的高祖
高凤仪任职聊城县漕粮房老总，并
在古楼东街开设多家买卖，其中有

“书宝堂”、“义安成”等商号，“那张
光绪 25 年(1899)地契上的‘高耀
堂’是高凤仪的长子、我的曾祖父，
他又名高明德。”

老箱子下面旧纸原是地契

“这些地契多数是我父亲高文
庆买地的证明。父亲命苦，从小父母
早亡，后来随舅舅生活，定居于齐北
村。因为父亲自幼养成勤劳的习惯，
有了余资后就购买耕地，使家庭生
活逐渐摆脱贫困。他一生艰苦朴素，
勤于农耕。”高玉兰说。

让人惊奇的是，竟然有一张地契
是民国 32 年(1943)的，“那一年，鲁西
大旱，一年两季无收，百姓流离失所，
卖儿卖女，不知饿死多少人呢，父亲竟

然还有购地能力。”高玉兰分析，父亲
把每年余粮卖掉后，钱都存着，从不乱
花，“父亲是个精明人，他把钱留着，择
机买贱价耕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高文
庆到范筑先将军的部队抗日救国。
他那时用的是“高同文’这个名字。
他初在游击营三连一排二班当战
士，后来营长林金堂喜欢他机灵，将
他带在身边当警卫员。”高玉兰说。

高玉兰听父亲的战友讲过，在

聊城保卫战中，高同文随营长林金
堂巡视南门，与守城战士一起与敌
人展开肉搏战，用大砍刀连伤数敌。
林金堂派他到各处了解战情，最后
时刻未与林金堂在一起。

“林金堂战死西门，而我父亲受
到百姓保护，于夜晚逃出城外。”她
说，当年人们误认他已经牺牲，因
此，梁水镇范公祠抗日殉国烈士纪
念碑上至今仍镌刻着“高同文”的名
字。

地契主人曾随范筑先抗日

那时高家有 50亩耕地，有没有雇工
呢？高玉兰说，那时靠天吃饭，地里活不
多，不像现在，那时种地不施肥、不除草、
不浇地，只有风调雨顺才能有收成，遇到
旱、涝季都减产甚至会颗粒无收。丰年每
亩每季也就是打上百斤粮食。只有麦收、
秋收时，临时找人帮帮忙，“或者说，雇佣
几天短工。”

高玉兰回忆，父亲购买的这些
地，“有一部分后来作了宅基地，有一

部分在搞合作化和‘入社’时归了
公。”由于有相当一部分耕地是 1947

年前后购买的，印着‘冀鲁豫边区行
署’字样，所以土改时，他家被定的

“家庭成分”并不高。而且他父亲是齐
北村农民协会的“五大委员”之一，还
当过村长。

东昌府区的票证收藏爱好者许先
生表示，地契作为见证我国土地权属
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

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
度、土地所有权属变更以及土地的管
理制度，甚至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不
小收藏价值。“因为地契存世量太多，
所以价格不高，但具有一定的升值潜
力。”许先生说，高先生这些地契中，有
部分印着‘冀鲁豫边区行署’等字样，
属于解放区地契，市场价格比较高一
些。”

收藏爱好者>> 老地契有收藏价值

不少地契保存得还很完整。

近日，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齐北村
村民高万星在老宅整理爷爷遗物时，意外发
现了 16 张地契，这些地契从光绪年间至民
国时期，距今已上百年，恰如一段保存完好
的土地交易档案，真实地记录了高氏家族的
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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