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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县齐村翰林府传奇
■邵明思

繁盛齐村集
枣庄市前身是峄县，峄县齐

村是千年古镇。据考古学家从
大﨏村古堆遗址、齐侯城遗址、

“夹谷会盟”遗址及其出土文物
断定，此处在商周时期已成为人
类栖息地。公元前 1600年，成
汤灭夏，建立商朝。从商周到战
国，见于经传的枣庄古国为数较
多，有滕、薛、邾、小邾、郳、楚、
鄫、偪阳、蔇等国家。郳国君王
的后裔以郳为姓氏，郳姓族人在
夹谷山之阳、圣水河边建立村
落，命名为“郳村”。郳村就是齐
村的前身。

南宋时，郳村发展成为多姓
氏集居的大村庄，因兵荒马乱引
起山寇土匪横行，村民筑建一道
土围子墙保卫安全。出于齐心
合围、防御匪患的含义，把郳村
改名为“齐围子村”。金元时期，
峄州官署嫌弃齐围子村之名绕
口、土气；更名为“齐村集”，含
有齐心聚集之义。齐村集在明、
清两代隶属山东兖州府峄县缯
城乡。公元 1930年，齐村集村
升格为峄县齐村乡；1946年后，
齐村曾属枣庄特区、郭里集区、
峄县笫九区；1958年改制齐村
人民公社；2001年改制为齐村
镇。

据《峄县志》、古碑、谱牒、墓
志铭等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在
清朝“康乾盛世”，齐村集已成为
红红火火的经济文化中心，周边
的名胜古迹和商贸厂矿星罗棋
布，呈现一道“九庙十桥七十二
窑”的物质文明风景线。齐村
崔家是望族，崔氏的发迹具有传
奇性的色彩。

兴建翰林府
齐村崔氏改变贫困命运的

始祖是崔秉忠，原籍在滕县两
下店，家贫如洗，又遭歉年；他
靠一条扁担两个筐的家当，带
领家人逃荒来峄县。儿子崔
震，次孙崔守禄给山阴武家做
佃户，租种几亩地。长孙崔守
贵被齐村乡绅尤秀才雇用为厨

师。尤家有良田上千顷，富甲
一方。崔守贵烹调手艺高，不
但他办的菜肴甚合主人的口
味，而且他秉性正直，对主人非
常忠心。尤秀才与崔守贵非常
投缘，二人过从甚密，便结成忘
年之交。秀才打破门当户对的
陈规，要把一个尤府千金下嫁
守贵；守贵秉性谦恭，处世低
调，婉言谢绝主人的盛情，娶尤
府一个丫鬟为妻。秀才遂认丫
鬟为义女。尤、崔二人美德，成
为世传佳话。

后来有个家资万贯的山西
人，在枣庄开办煤矿，他起用矿
管骨干不搞论资排辈，于暗中
微服私访物色对象时，选中了
守贵之子崔琏。崔琏年轻厚
道，精明干练，料理事务具有超
前预见的智慧，不久，被升职为
煤矿总管。当矿主回山西探亲
时，把矿业交给崔琏全权负
责。不料这矿主“黄鹤一去不
复返”，从此杳无音信，后来矿
权便归属崔琏。时在乾隆年
间：峄县“矿业大兴，崔氏、宋
氏以炭故皆起家, 与王侯垨
富。”崔琏抓住机遇，大展宏图，
矿业和家业蒸蒸日上，呈现出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骄人景象。
他是崔氏暴发的开端。

咸丰、同治年间，持续富豪
的崔氏几大支系分家后，崔锡
级的实力最强，把崔氏推向前
无古人的鼎盛时期。此人“殚
精竭虑，一以勤货殖，扩生产力
为急务”“尤精矿务”，他创办煤
矿、磁窑、灰窑、铁矿及商贸企
业 14个。同时购买洋枪、洋炮，
建立一支武装队伍(保家局子)，
抵御土匪, 为一方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崔锡级拥有良田 1200
亩，曾在人前炫耀：“我从齐村
到山阴老林去上坟，在二十五
里路上，我的脚不踩外人家的
地边！”崔家的佃户和民众都在
背后嗤笑他翻身忘本，忘了感
恩，忘了“一担挑”的家史。崔
锡级闻知，备受刺激，经过深刻
的反省，决心重新做人。他不
惜重金延师聘贤，课教子弟；实
打实凿地扶贫济弱,恩亲养邻，
修桥补路, 树立了文明家风。

不几年, 竟然有人开始叫他崔
善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
长子崔广沅考中进士, 钦授翰
林院庶吉士。

崔锡级为了光宗耀祖，启
迪后世，在清一色楼阁瓦舍的
老宅院西侧一块名为凤凰岭的
面积约 15亩的高地上，大兴土
木，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翰
林府。翰林府三进大院，有客
厅、餐厅、琴棋书画厅、书房、厢
房、廊房、各式亭台 6处、花园、
假山、喷泉鱼池，间置奇石、盆
景、花木草坪。建筑物均为砖
木结构，重梁起架，外表飞檐斗
拱，雕梁画栋，由叠瓦盖顶，并
带有砖雕的五脊六兽。外层有
围墙，东有观海门、西为瞻云
门、南为见山门及南门口石桥
等。大气磅礴的建筑群，工程
浩大，历经 15年才竣土。府门
外横跨圣水河的十三孔桥，是
当时峄县第一号的石拱桥。

老翰林去世
崔广沅曾为翰林院主事（五

品官），他积极拥护“康梁变
法”，结局是梁启超等“六君
子”被慈禧惨杀。他因惧祸，遂
谋得广东遂溪县知县之职。光
绪二十七年（1901年），卸任遂
溪县，奉命出任广东省恩科乡试
主考官，待考试终结将升任雷州
知府。可是，他父亲去世，便告
假“丁忧”，回家居丧守制。他供
职十几年间，亲身体会到皇帝与
太后残酷的宫廷斗争和触目惊
心的官场腐败，“少年壮志转消
磨”，他心灰意冷，厌倦仕途，便
借故不再为官。

翰林叶落归根，崔家一跃居
于“峄县四大族、七大门户八大
家六大富商”之首。就连世代书
香的“官地宋、马兰黄、峨山梁、
南山褚、侍郎贾、翰林李、郗山
殷、牛山孙、小山王、多义郑、燕、
尤、赵、万”等名门望族都排在
齐村崔之后。崔广沅重视教育，
于 1913年捐地 97亩作公田，兴
办义学, 亲自执教,并为学子立
下“勇敢诚实勤勉”的校训。他
有句名言：“不学无术的纨绔之
家，富贵不过三世”。崔广沅提
倡“有教无类”；他和当地儒学
名师王圣仪一道，不仅走进官办
的“峄阳书院”“兰陵书院”“黉宫
学府”去授课，而且应邀到乡村
的私塾学堂讲学。崔广沅晚年
著书立说，有《宦游吟草》一卷、
《似园诗草》六卷传于世。

乡亲们称崔广沅老翰林，
对他五个儿子统称“小翰林”。
老翰林于 1927年逝世，小翰林

“当大事”大操大办，大摆高规
格的“经黉场”, 官方也成立治
丧委员会。按照封建丧礼共举
行 35天的祭典活动。其主要程
序有：

僧、道、尼坐棚念三层经超
度亡灵；

武进士、武举人骑白马靖边
开道；

文武官员躬拜后土；
翰林门徒为恩师点主。
其中，最重要最神秘最热

闹的仪式是点主。五个点主官
都是翰林的学生（四个进士、一
个举人）。他们传用一支笔，每
个进士都在白纸上写一划，由
三横一竖组成一个“王”字；然
后，由一个举人点主。年轻帅
气的举人褚子临，是崔翰林的
关门弟子，他没经过大世面。
面对四个老进士，心中打怵，深
受拘束；他屏住呼吸接过毛笔，
手腕颤抖，点点墨汁滴在白纸
上——围观者都着急地替他捏
着一把汗。在这紧要关头，主
持仪式的喝礼官，急中生智，他
大声疾呼：“不要拥挤！不要
看！再看还是王字上边加一
点。”喝礼官一语双关，凝神中
的褚举人抖擞精神，完成了点
上“一点”的任务。从那以后，
当地民间就流传开了一句歇后
语：“褚举人提笔忘字，就是那
一点的事。”

后辈人才广
崔广沅是个开明人士，辛亥

革命以后，他把“学而优则仕”的
教条，进行顺应时代的翻新。他
倡导崔家子弟不要墨守成规，要
接受新式教育。他支持下一代
到外国留学，到北京、上海、济南
深造。因受翰林的教诲和影响，
他身后人才辈出。

翰林长子长孙崔绍颕，拥有
2000亩土地和 3座酒店、2处商
行。他遵照翰林教诲，应时而
动，不当腐儒，破除“文不经商”
的陈规陋习。他投入巨资，大量
发行纸币（流通券），流通于鲁南
苏北各地。

翰林堂侄崔毓柳，共产党
员，在任中共峄县二区区长期
间，为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屡建奇

功。他协助中共峄县县长朱道
南，建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
队。他具有“侠义心肠”，是枪击
飞鸟的神枪手，被誉为日本鬼子
的克星。

翰林三子崔毓枢多才多艺，
是书法家，在建筑工程和园艺设
计方面有独到之处。1909年，
他奉父命重新规划设计翰林院，
整修中优化、美化，充实内容。
这座富有诗意的艺术园地，是崔
毓枢学以致用的处女作、代表
作。

翰林次子崔遽庵，留学日
本早稻田大学，1919年，他在
日本联合爱国学生抗议日军占
领青岛，在示威游行时被捕入
狱，右臂致残。回国后，被当
时的山东省省长熊秉琦任命为
山东省路政局坐办 （局长）；
1938 年，他返乡组建抗日武
装，任第五战区 50 支队副司
令，在齐北山区指挥抗日游击
战。驻枣日军司令黑田与他是
同学。黑田多次以威逼利诱的
卑鄙伎俩劝他投降。受过良好
家教，富有民族气节的崔遽
庵，拒不与敌寇同流合污。黑
田疯狂地下令，万炮齐轰翰林
府。一座固若金汤的建筑群和
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惨遭灭顶
之灾。炮击后的府院化为一片
废墟，只剩下星星点点的断壁
残垣。

300 年来，崔氏人丁兴
旺，一部分后人远渡重洋，分
赴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台湾等
地谋求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在共产党革命思想
的教育和熏陶下，崔氏后人承
担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
任。据一位知情人的不完全统
计，崔家在文化教育科技界工
作的 70余人，参加解放军的上
百人。崔氏新生代的志士，面
对新时代、新常态，正以新作
为、新贡献，发扬光大曾经的翰
林文化。翰林崔广沅之父崔锡级墓志铭翰林崔广沅之父崔锡级墓志铭((局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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