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城楼南大街南口往东的火神庙街上，有两条往南通的小巷，分别叫做东顾家胡同和西
顾家胡同；而在两条顾家胡同的南端还有一条连接它们的小巷，叫做南顾家胡同。三条胡同围成

“h”状。东顾家胡同长250米，宽2米多；西顾家胡同长170米，宽约4米；南顾家胡同长250米，宽约5米。
三条顾家胡同有怎样的历史渊源？近日，古城文化建设专家顾问团成员、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对记者作了解解说。

本报记者 杨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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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望族之顾家：

明代将军府 后世传书香

在外地居住多年的张文先生，看
到书上刊登的一张照片。记者找到了
自幼在古城文明街生活、现年53岁的
赵子强先生，听他讲述了这条古老街巷
的历史。

赵子强说，照片内容不是文明街的
全貌，是此街路西的一个门洞，属于市
直机关家属院的一条小路。他说文明街
是一条南北街，南半部分宽度4米左右，
往北宽些，有六七米。路东的南半截是
居民住宅，北半截是家属院院墙，路西
绝大部分是家属院。

听老一代人讲，民国年间文明街居
民不足十户，路东有申家、黄家、郑家、
周家等，路西有孙家、傅家、安家等。街
上的周姓人家是书香门第，出过周祖澜
等名人，他是开明绅士，民国北洋政府
时期任“京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
大代表)。周祖澜的岳父名叫傅斯侨，与
周家住对门。傅斯侨医术高超，是著名
中医，后来到济南行医，誉满泉城，后卒
于济南。

文明街中段原有丁字路口，坐西为
关帝庙，东去是袁宅街。关帝庙仅有一
间房舍，庙中央供奉关羽塑像，左右分
立关平及周仓。庙前悬挂书有“中天玉
帝”四字的旗帜，门两侧有一副对联：

“吴宫花草埋幽径，魏国山河伴夕阳”。
对联意思为关羽乃蜀汉名将，有气吞孙
吴、曹魏之势。

往东去的袁宅街，住过刑部侍郎袁
裕、兵部尚书张凤翔、御史朱学笃，有朱
府、程府(民族工商业者程雪舫的故宅)
及尚书府等。袁宅街路北，朱府与程府
之间有个牛家胡同，住在牛家胡同最后
头的牛连生，参加革命较早，是一位老
红军。路南夏家的夏九爷，名叫夏淑明，
他的书法造诣较深，古城不少店铺的匾
额是请他书写的。

聊城解放后，朱府、程府都被政府
利用，其院墙就在文明街的路东。路西
院墙以内是专署大院。上世纪七十年代
地委、行署迁走后，院落就成了机关家
属院。

文明街路西原来还有一个冤枉胡
同，位于原聊城县衙院后。它西起古棚
街，东通文明街，是条东西通道。其与文
明街交接处，路南住着霍家，路北住着
王家。

民国年间，霍家有个霍克俭，“七·
七”事变后，他投身范筑先领导的抗日
队伍，曾担任游击营一连连长。王长德，
在聊城解放初担任古城西北隅农会主
席，在动员青年参军、协助市民恢复商
业、处理邻里纠纷等方面，作了大量积
极有效的工作，备受坊间赞誉。

抗日战争时期，街上的王金芳夫妻
都是地下情报员。他家的烟馆是一个情
报联络点。城内其他情报员将搜集到的
情报送到烟馆，城外情报员再从这里取
走，送到八路军那里去。

赵子强回忆，文明街中段上方有座
木质天桥，自路西专署大院通向路东地
委大院。天桥高约三米，宽约一米半。天
桥的设置是为了方便专署和地委两院
的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来往。据说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来聊城视察工作的不少
上级领导人都曾登临过天桥，如全国政
协副主席傅作义将军1953年来聊城时，
就曾登上天桥观光、散步。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将军府：

平山卫世袭武将

名宅外三条胡同
三条顾家胡同因旧有顾氏府宅而得

名。顾氏先祖明朝时为世袭武将。据《聊城
县志》记载：“顾恭，巢县人。元顺帝丙申年
归明太祖，随廖元帅克苗军水寨，授昭信校
尉。历济南后所千户。世袭。”从顾恭开始，
顾家获得了世袭千户等军职的资格。

顾恭之子顾铭，“袭承信校尉。洪武二十
二年(1389)，升平山卫指挥佥事。”顾铭来东昌
府担任军职后，于城内置宅居住。此后卫职历
代承袭，有顾稷、顾鉴、顾瑛、顾晟、顾潮、顾九
思、顾言、顾景初等，先后任平山卫指挥佥事等
职。其中以顾瑛功绩显著，在从征剿番中，英勇
善战，先后升任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顾九
思先后升任归德守备、山东都指挥佥事。

明朝期间，顾氏居聊二百多年，家族逐
渐壮大，族人分居于城乡各地。但世袭军职
的平山卫将军府始终设在城内，其规模也
逐渐扩大。位于古楼东南隅的这处大院为
通行方便，东、西、南三面置门，门前道路渐
成街巷，此后便有了三条顾家胡同。

顾氏家族经过六百年的繁衍，后世子
孙已遍及鲁西各地。东昌府区已有八个顾
庄：北部的东顾庄、西顾庄，东部的大顾庄、
小顾庄，西部的侯营顾庄，南部的重化于顾
庄，城南湖南路顾庄、聊阳路西侧的南顾
庄，以及古城内，都有顾氏族人集中居住。

顾氏名流：

顾光祖优游家园

顾仲安执教杏坛
明朝后期，将军府内读书重文之风浓

重起来，顾氏子弟竞相参加科举。应袭平山
卫职的顾元佐，读书从文，担任了昌邑县训
导，授修职郎。“千户舍人”顾守节的两个儿
子顾光祖、顾光前分别于万历三十四年和
天启元年中举人，顾光祖于天启二年中进
士。顾光祖，字耀之，号绳武，历任行人司行
人、工科给事中、尚宝司卿、太仆寺少卿、太
常寺卿、大理寺卿，以清直闻名朝野。当年
民间有歌谣颂其德政，誉为“圣人”。

明亡后，顾氏失去了世袭权利，有忠君
思想的顾光祖屡次被清廷召用，均以年老
推辞。隐逸故里，“优游家园，闭门读书，明
农课子”。顾氏不能与时俱进，豪门从此变
成了平民家族。房屋逐渐废弃、失修或变
卖，后人搬迁、流落，顾家胡同慢慢地成了
杂姓街巷。

古城内楼南大街南口东南角有一户
顾姓人家，清末时这家主人叫顾仲安，他
于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光绪十八年
(1892)成进士。曾在安徽任知县，署理青
阳县事。他博学多识，做官前以教学为业，
多次被邀到私塾、书院或义学讲课，培养
了众多学生。

李士钊编著、孙之儁绘画的《武训画
传》里，有一页关于武训来请顾仲安的图
画，描述的故事是：顾仲安被武训聘请到柳
林崇贤义塾教学，有一次顾仲安因事请假
过期未归，武训怕贻误学生的学业，步行六
十里路来到古城内。到顾仲安门口时已是
夜深， 武训为了不影响顾家人歇息，便站
在门口等到天明。武训的行为感动了顾仲
安，他连忙随武训回到学校，从此再不好意
思耽误教学。

顾仲安的儿子顾绍年也是聊城文化名
人。顾绍年精于书法，以正楷、篆书见长。清
末中秀才，候选县丞。曾任《聊城县志》监
刻。民初，与刘克平、戴介臣并誉为“聊城书
法三臣”。 光岳楼上的一副楹联：“泰山东
峙，黄河西临，岳色涛声，把酒凭栏无限好；
丛台射书，微乡明志，地灵人杰，登楼怀古
有余馨。”(民国中期重修光岳楼时，县长孙
桐峰请刘克平编撰、顾绍年书写，署县长之
名)，曾是顾绍年的杰作。另外，民国年间的

《重修光岳楼碑记》、《重修聊城县政府碑
记》等，均出自其手笔。抗日战争前，顾绍年
书写的匾额在聊城城区随处可见，如楼东
大街的糕点铺 “义源成”，越河圈街的钱
庄“德恒成”，粮食市街上的“裕祥酒店”等。

南口顾氏：

世代居住古城内

百年遗物被焚毁
古城内南口的顾姓人家，人们称为“南

口顾家”。他家大门原在南口稍东路南，门
悬匾额“中魁元”，其院落与西顾家胡同仅
有一家之隔。

高文广曾向南口顾家后人调查，顾
家 后 人首先 提 及 家 族 墓 地 。他 所 知 道
的 几 处 墓 地 有 ，现 利 民 路 运 河 桥 西 5 0
米左右，解放前一直有坟；第二处祖坟
在沙镇附近，是两座悬棺坟 (棺下有坑
而 未 入 土 )，解 放 前 也 存 在 ；第 三 处 为
南顾庄的祖坟。此外，重化于顾庄以西
运河岸边原有“顾家林”，规模较大，墓
葬 较 多，石兽墓碑也多，据传内有明末坟
墓。

高文广介绍，他还查到南口顾家后
人 的 一 篇 网 文 ，其 中 写 及 南 口 顾 家 的
墓地在侯营顾庄，有二十亩坟地，据传
坟 地 当 年 有 旗 斗 。破 四 旧时，被 掘 坟 ，
挖出一口红漆大棺，带有四个铁环，是
整 块 木 头 挖 空 造 的 。后 转 葬 于 原 坟 地
南 五十米 处 。顾 仲 安 画 像 及 其 子 辈 照
片、家存牌匾等，皆在破四旧运动中付
之一炬。

高文广说，他在研究《顾氏谱》和《聊
城县志》(康熙二年编)时发现，二者在记
载明代顾氏人物部分有出入。《顾氏谱》
把聊城顾氏当作明夏国公、武毅侯顾成
是明显的错误。康熙年间的《聊城县志》
记载：顾恭，巢县人，元丙申归明太祖。顾
恭与顾成是同时期的人物，都是随从明
太祖打天下的人物。而《顾氏谱》把他列
为顾成的五世孙，时间下推百年之后(从
康熙五年一篇序言中看出续谱时把人物
名字张冠李戴了)。

据南口顾家后人讲述，他家也不认
可这种记载，并说家族传言来自安徽一
带 ，与 来 自 濮 州 顾 成 不 符 。再 者《 顾氏
谱》将顾仲安家写成从候营迁居城内，
其后人认为也是错误记载，并说他家世
居城内。

南口顾家老主人顾仲安及子顾绍年
皆为聊城名人。顾绍年堂孙顾天德(顾绍
年长兄顾宝年之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投身范筑先将军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中，
参加多次战斗，勇敢杀敌。他担任政治
部副主任姚第鸿的警卫员，在聊城失守
的前夜慷慨吟唱“九一八”歌曲，翌日，
随姚第鸿、张郁光等人一起浴血奋战，
为保卫聊城光荣牺牲。

古城南口东南角顾家大院故址处如今是一座座临街商楼。本报记者 杨淑君 摄

武训站在古城南口顾家门前，等见顾仲安

古城小巷的百年文明史

文明街路西家属院小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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