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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中还有王君的一个三岁的
小孩同去，更令我们喜悦。他从宋君
手里要葡萄干吃，每拿几颗须唱一
出歌加以跳舞，他便手舞足蹈唱‘一
二三四’给我们听……他是个很活
泼可爱的小人儿，而且一口的济南
话，我在他口中初次听到‘俺’这一
个字活用在言语里。”周作人在《雨
天的书》里，曾写到他1925年到济南
讲学的情形，文中提到逛大明湖时
王君带的那个三岁孩子，便是山东
四大教育家之一王祝晨之子王浩，
也是本版《七家村：教育与革命部
落》一文的作者王恒的哥哥。

大约在1931年，王祝晨一家从
济南广智院街搬到七家村21号居
住，那时王恒已十几岁。这个七家
村，本是农田荒野，在一师七位教师
的“开拓”下，几年间变身为济南有
名的教育部落：七家村的“村二代”
学习大都很优秀，外地工作求学者
也人多名气大，因此吸引很多济南
人进村居住，想给予孩子更好的熏
陶。我在《济南文史》中曾读到对七
家村的描写：“那些教师和文化人
们，初夏多穿中式褂裤，冬天则是长
袍马褂或再加上条长垂的围巾；有
的穿中山服，也有身着西装革履，一
手揣在裤袋里，一手握拿着一份报
纸刊物，迈着潇洒从容的步子，皮鞋
有节奏地叩着路面，要么去上班、会
友，或是社交评析时弊、交流研讨、
启蒙民众等。”

斯文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就这
样隐匿于七家村中。而这充满书香的
斯文村风，与七家村众多教师之家的
家风有直接关系。就以王祝晨先生的
家教举例，王祝晨对子女功课实行大
包工制，只要他们如期交货，必尊重
其人格，从不再加苛求。同时对子女
成长中的缺点，引导多于斥责，暗示
多于批评。例如抗战胜利后，王祝晨
从大后方回到济南，发现与别离8年
多的王恒在情感上有些隔阂，他没有
解释丢下母子南下的原因，而是给王
恒借来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然后再
像是无意中询问王恒阅读小说的心
得体会，他们从漫谈到长谈，甚至偶
有争论，很快消除了误会。

只可惜，随着城市的发展，七家
村如今只保留有名字，教育部落或革
命部落的风貌却再也寻觅不到了。

《繁华落尽寻齐东》是人文周刊
“消失的古县”系列的第六篇，也算是
小小的结尾。有数据显示，我国千年
以上古县800多个、千年古镇1000余
个、古村落更是数以万计……在今日
的齐鲁大地上，不少古县城早已消失
在历史的云烟里。这些古县城是现代
化城镇的基础，也是来自久远年代的
人文财产，尽管今天看起来，它们的
名字已经显得陌生——— 寿张、蒲台、
堂邑、滋阳、藏马……“咱们山东省的
行政区划，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水浒
一百零八将，山东一百零八县。”看得
出，作者张永红对山东地名颇有研
究，他曾研究并分析，齐鲁大地上消
失的老县大概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
因行政区划调整需要，存在时间较短
的县份，如建国初期的五龙县、牙前
县等；第二种是县名更改,老县名消
失，如滨县、益都、掖县等；还有一种
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百年或千年
古县被撤销，如齐东县、蒲台县、长山
县等。这些消失的古县，承载着古老
的文化，记录着古代的地理人文，是
祖先留下的根脉。读完古县系列，我
们不由感慨：流传千古的老地名，坚
强，却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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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济南有一处由教师自发组建形成的村居——— 七家村，从最初的七名教师选址买
地建房，到鼎盛时期有150余户人家，住户以教师为主，与鞠思敏、范明枢并称为齐鲁四大教育家的于明信、
王祝晨也先后居住在此，原本的农田荒野悉成连片宅第，逐渐成为济南著名的教育村落。身教胜于言教的
优良村风，更吸引了一些为子女前途考虑的济南人，积极搬迁入村居住。

【刊前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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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信、王祝晨都曾在七家村居住，图为上世纪20年代，于明信之子于道泉(左站立者)与齐鲁大学同学合影，

前排左一为王祝晨之女王非曼。

营造“君子国”之风

上世纪初，几位毕业于山东
优级师范学堂、执教于省立一师
的教师，不愿再租赁房屋过漂泊
不定的日子，经过几年省吃俭
用，他们商议一起购地建房。大
概在1917年前后，祁锡育（字蕴
璞）带头发起寻找地皮，7名教师
选定了青龙桥附近一片荒地，大
家一致通过在此盖房定居，定名
为“七家村”。

这7名教师中以杨毓泉年龄
最大，除了祁蕴璞，还有于明信

（字丹绂）、王俊千、吴天墀、田信
卿、吴级晨（一说为孙云台，编者
注），当时他们都颇有教学名望。
从买下地皮到房屋基本落成，这
中间又有他们的学生和亲戚朋友
陆续来村，如生物教师孙云台、画
家周爱周，此后每年都有住户陆
续迁入，最多时达到150余家。至解
放前，七家村东西有数里长，南北
有一百多米宽，内中有十字交叉
的两条小道。

最早来的七家中，以祁家最
为清贫，儿女多负担大，但他仍
然认真教学，一丝不苟，在地理
方面有大批著作问世，后被英国
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
称号。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在山东
教育界更是闻名，从1916年开始
任一师校长。受其言传身教影
响，长子于道泉自小聪颖，不到
13岁就熟背《英语小字典》，22岁
就掌握了世界语，被称为语言天
才。国画家吴天墀以画虎最为有
名，解放济南后，他为了保护我
省被破坏的国宝级字画，放弃了
自己的画虎特长，主动担起了画
作整理和恢复原状工作，一干就

干到退休。
模范教师田
信卿是有名
的 理 化 教
师，吴级晨
英语教学非
常闻名，教
育家王俊千
解放济南后
任济南师范
学校第一任
校长。著名
的教育家王
祝晨，大约

在1931年夏秋之交，全家搬到七
家村21号居住。他们共同营造出
大有“君子国”之风的部落，并逐
渐扩大形成村风。

七家村街道上的清洁卫生
工作，都是大家自觉打扫，特别
在大风大雨、暴风雪之后，村里
道路水多泥泞，各家都争先恐后

出来打扫、运土铺路。村里很少
出现打骂现象，见面都有礼貌，
师生相见，必然学生先称呼老
师，对老师鞠躬，等老师走后自
己再走；老师与老师相遇，相互
问候，年轻的让年长的先行。年
节都是先看望长者再相互走访，
青年们见面谈的多半是国家大
事、教育动态。

七家村历经三次搬迁

该村建成后，逐渐向人们证
实了一个道理：身教胜于言教。
这些教师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
着邻人，不只是长辈爱读书，孩
子们学习也蔚然成风。晚饭后或
节假日，互相研讨学习问题、向
教师求教的情景随处可见。到了
寒暑假，常有老师免费开补习
班，有时三五天，有时一两个星
期，全部义务授课。

在好学、追求进步的学风熏
陶之下，村里的学生考试大都名
列前茅，有的会考成绩为全省第
一二名。不仅如此，村里的老师
们还注重德育教育，假期里会让
自己的儿女去做社会实践，以便
孩子早日认识、熟悉社会，例如
暑假叫他们去学修补自行车，每
日弄得满身油污；或在节假日叫
子女早起卖报。于道源（于明信
次子）和王浩（王祝晨三子），1936
年暑期就整整卖了一假期的报
纸。这些教育试验也得到了很多
人的赞赏，有的人为了子女前
途，积极搬迁入村居住。

后来人满为患，因为村东有
围子墙，七家村只得向西、北、南
三面发展，以扩建住房。渐渐地，
七家村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
的“教育部落”。

抗战开始后，七家村里去延
安或参加抗日队伍的人多了起
来。到济南沦陷时，该村大都为
老弱病残和幼儿，这是建村后的
第一次搬迁。据笔者不完全统
计，抗战后投向解放区的前后有
二十余人，其中于明信的四个子
女都去了延安；王祝晨带六百多
名学生辗转到四川绵阳成立国
立六中；其他跟着学校南下的有
十余家，辗转到国外学习工作的
有七八人。

日伪时期，该村住户变得复
杂，各行各业住户都有，但汉奸没
有一个能住长，不是下台，就是调
动；而中小学校教师是越住越多。
抗战胜利后，原居民有的从后方
回来，搬来的教师更多了，村风也
就逐渐恢复起来。这次的搬迁是
缓慢的，前后有两年多，算是第二
次大搬迁。到解放济南后，该村还
有第三次大搬迁。

当之无愧的“革命部落”

从建村起，进步思潮就出
现在七家村的许多家庭，在“五
四运动”前后，这里已成为进步
思想的“传播站”和“大本营”。

于明信、田信卿等与鞠思
敏、王祝晨共同参与了一系列反
帝反封建活动，如“五四运动”爆
发后，组织青年学生团结全市62
个团体，在5月7日召开“五七国
耻纪念大会”，还与学生们一起
搜查日货、散发传单、在街头讲
演。及至后来反对军阀迫害学生
的“大舞台”事件、济南五三惨案
发生后发起的纪念大会等，住在
七家村的老师都走在前面。此外
季羡林、臧克家、李广田（著名散
文家）、李长之（著名文学史家）、
邓广铭（著名历史学家）作为王
祝晨的学生，也是王祝晨先生家
的座上宾客。

七家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当
数祁锡育长子祁天民（原名祁延
霈），受父亲祁锡育强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影响，这位当时在考古
学界已颇具威望的学者，看到日
本侵华，立即投笔从戎，于1937年
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党中央派
他到新疆开展工作，牺牲时年仅
30岁，被追认为新疆死难九烈士
之一。于明信次子于道源，抗日
战争期间投奔延安，后从罗荣
桓、肖华115师总部挺进山东，被
罗荣桓元帅称之为“干将”，在进
军临沂途中，发生激战，壮烈牺
牲。

济南沦陷后，1937年入住王
祝晨家的王馨华本是东北流亡
学生，来济后在青龙街三皇庙小
学任教。离婚后，王祝晨夫人同
情其遭遇，接其家住，以姊妹相
称。王馨华任黑虎泉小学教师
时，注重教育教学方法上的改革
和创新，特别是在日本奴化教育
的环境中，巧妙利用各种方法，
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
心。她在1943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王家住处也成为地下党济南市
第二党支部所在地，她曾被日本
特务二次拷问，受尽严刑但始终
不屈，后牺牲时年仅37岁。以上
仅写出几位，那些埋头苦干的进
步人士更是数不胜数。因之七家
村被外界誉为“革命部落”毫不
逊色！

1958年初夏，大跃进开始，政
府圈定该村拆除，要建设“山东
省农工商联合办公大楼”（此为
当时名称）。一声令下，七家村全
部搬迁，七家村这个曾经的教育
与革命“部落”，终于宣告“寿终
正寝”。

七家村的很多住户都是当时省立一师的教

师。图为省立一师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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