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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的院墙，残破的地砖，古
老的香椿树，在风声雨声中浸满回
忆。崔延山是崔纯德的曾孙，崔
家南院的第四代传人，在登封市
区经营一家印刷厂。“逢年过节，
我们全家 60 多口人无论再忙都要
回家祭祖，吃团圆大锅饭。”崔延
山说自己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就是修缮崔家南院。

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学者常松
木说，南院先生秉承“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以其高
尚的品格、淳朴的家风影响一方，
改变一方，不仅是一把文化标尺，
还是一位道德楷模。作为受人尊
敬之文化人，能成为一方之名人，
成为一方之高人，不仅是其学识、
智慧使然，而且是其高尚的人格

使然。南院先生就代表石道、大
金店北部一带的文化高度。现在
社会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信仰缺
失，道德危机，早有专家说过，能
拯救这种危机的只有儒学，现在
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说人们已
经有了危机感，并试图摆脱这种
危机。家庭和谐，邻里和睦，乡风
文明，英才辈出，实在需要有一大

批像南院先生这样的文人。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教育是

本，教育是源。百年老屋是一个时
代的象征，是一种文化载体。“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时，我们仍要注意保
护这些承载丰富历史文化、姓氏家
族信息的古民居，因为这是一个家
族的精气神，是一个村庄的根和
魂。”常松木说。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
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
文。”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初夏的上午，
在登封县大金店太后庙村崔纯德的私
塾里，几十个孩子正在放声诵读《弟子
规》。身着灰布长衫，手握线装古书的
崔纯德踱着方步，面如止水，目光清
澈。大门外，三乘大轿一字排开，一个
领事和六个家丁神色郑重地望着眼前
这座浑雄古典的宅子，静听宅子里面
传出的读书声，他们是来接崔纯德到
主家主持婚礼的。崔纯德是第一个在
太后庙办私塾实施义务教育的先生，
总管太后庙方圆五十里红白事等，闻
名乡里，时人称其宅院为“崔家南院”，
称其为“南院先生”。

弹指百年一瞬。昨日记者赶赴登
封市大金店镇太后庙村，走进崔家南
院，走近南院先生，凭吊南院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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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廪实而知礼仪
雨过天晴，风轻云淡。走过已成

残垣断壁的墙门，穿越土墙灰瓦的一
进院，走进砖木结构的崔家南院二进
院，品味古代建筑的浑厚和典雅。迎
面正对的是一堵影壁墙，脚下的青砖
有的已裂成多块，但平整依然，凸显
出此处民居历经沧桑岁月。二进厅
里的家具保持原貌，古朴典雅。两个
过道间的木质隔扇窗上，雕有松竹、
梅兰、鹤鹿、喜鹊等，厢房、堂、廊相
当规整，两层纯木质结构，飞檐、明
柱、窗格都是木雕。站在这里感觉回
到了“南院先生”时代，纯净无瑕。
院内东西两棵参天香椿树，阳光透过
枝丫，把绿荫洒落在院子里。院内广
植兰草、竹子、冬青、牡丹、栀子、迎
春、桂花等花木，氛围和谐，令人羡
慕赞叹。据古宅的主人崔友义介绍，
房子前后各设了四个亮窗，通风好，
当时崔友义家的粮食都储存在二层，
即使时间再长，也能保证粮食不发
霉，不被虫咬。“在太后庙村，仅此一
家。”崔友义说。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三进院后面左侧有戏窗，半人

高，透过戏窗可以看见东墙外不远的戏
楼。“我爷爷那时候，家规很严，只让我
奶奶、母亲和大姐她们站在戏窗里看
戏，而且时间不能太长。”崔友义解释
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
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几乎完全被湮灭在

“父权”、“夫权”的严威之下,她们必须
谨守“三从”,恪遵“四德”,不可恣性越
礼,随意游山游湖,看戏烧香。所以,女
人看戏,尤其是外出看戏,必然要遭人
非议。女性观戏禁忌上升为中国古代
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我爷爷还算开
明，就在东墙开设了一个戏窗，让我奶
奶、母亲和大姐她们看戏方便。”清末
民初的中国正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
时期，嵩山一带土匪横行，日本鬼子入
侵登封时，老百姓朝不保夕，惶惶度
日。“乱世保全性命最重要，我爷爷又
在三进院开设了后门、西门,一旦发现
有土匪或者坏人进来，我们就从后门
逃走。”崔友义说，1944年日军进犯中
原后，登封就成了日伪军的大本营之
一。“民国三十三年夏天黄昏，我爷爷
和家人正在二进院乘凉，突然听见大门
外人声吵杂，一听就是日本鬼子来了，
我父亲领着大家悄悄从后门跑到太后
庙南面的山坡上，等鬼子都走了，村子
里安静了，大家才回家。”

黎明早起，是在儿时就养成的
习惯。记者采访时，正看到 83 岁
的崔友义端坐在圆石桌前，手握光
绪年间木版印刷的线装本《论语》，
念念有词，郎朗有声。“20多年前我
退休以后，每天都要读书，写笔记，
听广播，看新闻。从我爷爷到我父
亲，再到我们的下辈子孙，一百年
来，崔家南院的读书声从未间断。”

崔友义说。崔友义的爷爷崔纯德
（字一亭）出生于光绪元年，享年78
岁，是太后庙村第一个饱读诗书，
能识文断字之人，也是第一个开办
私塾，实施义务教育的先生，私塾
就设在头进院的西厢房，太后庙和
方圆三里五庄只要能上学的孩子
都来上学，年纪小的读《三字经》、
《弟子规》、《百家姓》，年纪大的读

《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
《下孟子》。“学生们天一亮就来私
塾，在爷爷的引领下读书，晚上有
自习，学习一炷香的时间。”时光如
梭，世事纷繁，但凡路人经过崔家
南院，听见里面传出的读书声，喧
哗者噤若寒蝉，大步者蹑手蹑脚，
在太后庙人的心里，崔家南院是净
土圣地，崔纯德是夫子圣人。

崔友义至今犹能清晰地记起
爷爷崔纯德当年的模样，头戴礼
帽，身穿长衫，温文尔雅，玉树临
风。“爷爷通晓古今，对嵩山的民俗
风情耳熟能详，所以太后庙方圆十
里八乡乡亲家里有红白事，都来请
爷爷过去主持，富人家请爷爷抬三
乘大轿，排排场场沿街过市；穷人
家请爷爷牵一头小毛驴，单刀赴会
一样气定神闲。”崔友义说，“爷爷

虽是读书人，置身于大庭广众，众
目睽睽，俨然是一个能指挥千军万
马的大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把人家的红白事筹划得有条不紊，
处置得井然有序，谁后来说起来都
佩服得五体投地。”崔友义的大哥
崔友仁今年 101岁了，回想起爷爷
当年总管百十号人游刃有余，“我
爷爷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方圆百
里都称赞爷爷是小铜腔嘴头巧。”

太后庙十里八乡的家长里短鸡毛
蒜皮，以及村民出让土地的合同、
买卖房屋的契约，邻里之间的矛盾
纠纷调处，有求者纷至沓来。当时
的太后庙人坐在树下聊天，见陌生
人进村，不用问就是来找崔纯德帮
忙的，太后庙人随口一声“去崔家
南院找先生去”。崔家南院成为太
后庙人的热点话题，“南院先生”成
为太后庙人茶余饭后的焦点人物。

崔友义说，受爷爷和传统礼教
熏陶，他的父亲崔云峰知书达理，
家教甚严。父亲分别给五个儿子
取名：崔友仁、崔友义、崔友礼、崔
友智、崔友信，给进门的儿媳取名：
思温、思良、思恭、思俭、思让。仁、
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
是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的结合，一
百年来，崔家南院从来只有读书

声，没有吵架声。
崔友义 1949 年参加工作，19

岁在村里教“冬学”（农闲扫盲）夜
班，是太后庙村解放后的第一任村
政府秘书。21 岁被调往登封县城
教学，“我是带着友礼、友智、友信三
个弟弟离开家乡去县城上学的，爷
爷和父亲都说，耕读为伴，以文化人
是我们崔家的传家之宝”。据太后

庙村村民说，崔家南院从崔纯德至
今，一百年来，几代人为太后庙村捐
钱捐地，扶危济困做了不少好事，

“以前太后庙东西两头不和睦，经常
闹矛盾，是崔家南院帮助修缮了过
街楼，让俩村群众握手言和的。”该
村负责人说，上世纪 60年代，崔家
南院出资为村民建了一座戏楼，近
年来又出资为村里修筑了道路。

南院遗风何处寻

义务教育办私塾

南院先生懂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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