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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官道穿院而过，昔日学堂传经送典

崔家大院：
残垣断壁忆荣辱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虎 本报通讯员 张新

在岱岳区道朗镇鱼西村，一提起崔家大院，很
多人都能说出几段关于它的故事。崔家人救助穷
秀才后被报恩发家、然后兴办新学、崔氏子弟弃笔
从戎阻击日寇以及挖井救助乡民、最终因为历史
原因兄弟分处海峡两岸，一个大院内几乎映射了
中国清末以后百年的荣辱沧桑。

22 日，记者来到崔家大院遗址。历经百年荣辱
兴替，崔家大院已经衰败，很多地方也早已翻盖成
新式建筑，但从断壁残垣中依旧可以看出它往日
的繁华。

官道院中穿，气势堪比济南府
22 日上午 9 点，在道朗镇鱼西村

的大队部里，记者见到了早已等候在
这里的村书记任文忠。为了让记者深
入了解崔家大院的情况，任文忠还请
来了村里的文化人——— 任文柱和李志
富。他们都是从小在鱼西村居住，对崔
家大院十分了解。

一听说要采访崔家大院的故事，
任文柱十分兴奋。他指着地上的石板
对记者说：“咱们站的这个位置，以前
就是崔家大院的正门所在，现在只剩
下这几块石条了。”任文柱告诉记者，
崔家大院以鱼池街为界分为南北两个
大院，南院为崔家的住宅，北院为崔家
兴办的学堂。厅堂都是 4 梁 16 柱的大

房子，四角上还有很多角楼。为了防止
土匪进攻，在大院的四角上还有类似
岱庙城墙的防护枪孔。

在任文忠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一
处四合院，虽然已经十分残破，但从门
口的雕栏以及屋顶的花墙建筑还是能
够看出大院人家当初的富足。四合院
周边的古建筑早已经塌落，只剩下一
些断壁残垣。任文忠告诉记者，现在的
崔家大院只零落地残留着一些建筑，
只能看出大院的旧貌，其余大部分都
被人们重新翻盖成现代建筑了。

顺着胡同往北走，记者与村民绕
到了鱼池街。李志富指着只有 5 米左
右宽的鱼池街对记者说：“你可别小看

这条街，他可是原来泰安连通肥城、平
阴、东平等地的官道，两边光旅店就有
百十家，这条街把崔家大院分为两部
分。听老人说，崔家曾经想在两院之间
跨街修建一个连廊，但最后还是没有
建成。”

“崔家大院完全按照济南府的样
式建造，后来为了避嫌，东南角的角楼
没修，要不就跟济南府一个样了。”李
志富指着一个左侧八字墙已经坍塌的
门楼对记者说：“我们小时侯都是在崔
家大院的学堂里上的学，门口有石狮
子、高台阶，迎门墙上还雕刻着十二生
肖，学校里的一棵大槐树能够遮满整
个院落，建筑非常宏伟漂亮。”

救下穷秀才，崔家获巡抚资助起家
是什么人能够拥有如此财力建造

如此宏伟的建筑？这么大的建筑又是
怎样逐渐衰落的？记者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在岱岳区满庄镇实验学校里找到
崔家后人——— 崔震。提起崔家大院的
历史，崔震显得有些许惆怅。

“我听老辈人讲，大约在清朝道光
年间的一天，我的老祖公外出走到崔
家陵地时，突然看到一个书生模样的
人拿着绳子上吊，他上前赶忙把秀才
救下。书生说，他原本要到京城去赶
考，但在路上遇到了劫匪，身上的盘缠

全都被抢走了，因无钱进京考取功名，
他感到愧对家中父母，所以准备一死
了之。”崔震说，老祖公了解情况后，就
把秀才领到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最
后凑了一点盘缠交给秀才，让他继续
进京赶考。

崔震说，老祖公当时可能并没有
想获取报答，没想到这个秀才进京赶
考中了进士，最后被朝廷派到山东任
济南巡抚。为了感恩，秀才便从济南来
到泰安找恩人，找到老祖公后就与老
祖公结拜为兄弟。当时秀才问老祖公

有啥要求，老祖公并没有非分之想，就
说庄户人家最大的愿望就是盖几间房
子、置几亩地。秀才听后，便找人在鱼
池建房子。老祖公原本以为就建几间，
没想到仅仅一个南院就建了 180 间房
子，完全按照济南巡抚衙门的建筑格
局建造，门口有八角墙，两边是一对狮
子、高门阶、钢叉门楼伟。

秀才不光为崔家建成了府院，还给
崔家购买了大量良田。任文忠告诉记
者，那时，鱼西村附近以及下洼、高庄以
北的一百多公顷良田全都是崔家的。

“崔家大院建了很多年，北
院建成后崔家人从没进去住过。
当时崔家的当家人没想到秀才
建的房屋这么多，就与家人商量
把鱼池街北面的宅邸当成私塾，
兴办学堂。”崔震说，没成想崔家
北面的宅邸建完，太平天国运动
爆发了，大将李开芳带兵北伐来
到这里，老百姓听到消息后，马
上就都跑掉了，北院因此被废弃
长满了荒草。

待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老
百姓纷纷返乡，崔家后代人遵照
老祖公的吩咐，拿出北院的四五
十间房子办了私塾。私塾先是招
收崔家的子弟，继而招收附近邻
居的子弟，最终成为周围很多村
民孩子就读的地方。

“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席卷
全国，改革教育，倡导新式学堂，
我们崔家是比较早接受新风的
家族，就改革了教育方式。到了
民国时期，成立了校董会，学校
逐渐发展成为泰西最大、最好的
学府。”崔震说，崔家注重家风，
提倡耕读继世，所以出了很多人
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卫
家园，我们这里成立了‘红枪
会’，就以崔家大院的场院为平
台聚集人员，最后 1000 余人投
入作战，日本人被挡在了外面，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泰西阻击战
的一部分。后来日本人拿来迫击
炮，直接开炮轰炸，轰塌了崔家
很多房屋。”崔震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后，崔家人四下分别。叔
父早在抗战期间参加了青年军，
解放后，他的爸爸和祖父前往台
湾，大伯去了北京工作，二伯父
去了甘肃成为教书先生。至此，
崔家大院只留下奶奶、母亲和崔
震兄弟姊妹三人。

宅邸办起私塾，

战乱房屋被毁

大院房屋顶部有明显的清代建筑特征。

崔家大院遗址

厚重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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