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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王村镇万家村是明朝
户部尚书毕自严、辽东巡抚毕自肃
出生之地，也是清朝礼部尚书、著
名书法家毕道远的故乡；早前还是
明代吏部尚书万安的的祖籍。村中
明清建筑、文化遗产众多，菩提庵、
白业堂、老家庙等错落有致。如今，
虽然世事变迁，但通过先辈留下的
精美建筑，仍可以感受到当年大家
贵族的气派、讲究。

村支书毕令德说起村里的历
史如数家珍：“万家村历史上属济
南府淄川县。六百年前，万家村是
万姓人居住的祖姓庄。相传明宪
宗朱见深年间，任吏部尚书首辅
大臣万安，在万家村建别墅、修茔
地，故有万安楼、万安溪、万安桥、
狮子大门，银库等建筑。明弘治初
年，万安获罪，株连家族万家村的
万氏后裔遂破败迁徙。”

明嘉靖初年，淄西毕氏六世

祖毕忠臣看到万家村是一处风水
宝地，遂出资将万家村买下，由西
铺迁移万家村落户，在万家村建
白业堂等。七世祖毕木又在万家
建老家庙，毕氏子孙在万家村繁
衍生息读书至仕。600年来，毕家
子孙科第蝉联、光耀门庭。

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期间
万家村明清古建筑、古墓葬被破
坏的所剩无几。2003年以来，万家
村在市区文化、文物部门支持帮
助下，先后修复了两处御葬墓、一
处纪念馆，建成了毕氏姓祖公高
碑、广场，憩园广场，两座牌坊，出
版了石隐园藏稿八卷等书籍，为
挖掘、弘扬优秀毕氏家族文化奠
定了基础。

万家村在清末时期曾经是民
间纺线、手工织布之乡；另有高
跷、旱船、抬花轿、大鼓、秧歌等民
间扮玩沿袭至今。

明清三任尚书的府邸，名门望族的发祥地

万万家家村村：：亭亭台台楼楼榭榭尽尽显显大大家家气气派派
片/本报记者 王鸿哲 文/本报记者 李超 见习记者 刘晓

碧绿的爬山
虎，斑驳的青石路；
亭台楼阁雕梁画
栋，假山水榭含情
弄影；杨柳婆娑，清
荷荡漾……走在周
村区王村镇万家
村，有种入画般的
感觉；相比于南方
园林的娟秀隽永，
这里的粗犷大气更
入得北方人的眼
睛，也更配得上天
高云淡的心胸。

▲明朝一品官员的屋顶建有“望兽”形状的砖雕。 ▲毕道远纪念馆内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

▲投豆亭，为毕木省心自律及教诲子孙在家中建一六角亭。亭内一桌，上置二瓶，旁有二盂，内各盛黄豆、黑豆。当每每日自省时，有一错念则放瓶中一黑豆，做一善事则投
另一瓶中一黄豆。

▲万安溪位于万家村南侧，溪上建有一座万兴桥。

▲村里的公高碑、各支始祖碑建于2010年9月。

▲明代看守银库人员所住的厢房外，现在已经
长满了碧绿的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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