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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故  事

中西合璧的古宅院

周家祖上靠炼锡起家，至周柏斋一代，已

成为云南有名的巨富。1889 年，清政府设置蒙

自海关及税务司署。近代云南的第一个海关正

式开关，让蒙自成为云南乃至我国西部地区外

贸货物的中转站，也给以周柏斋为代表的周家

带来了新的商机。

周柏斋趁势扩大其父创立的“顺成号”贸

易公司，将其发展为云南“八大商号”之一，

同时努力考取功名。1903 年，周柏斋考取副榜

贡生，入国子监读书。1904年，保送期考一等，

以知县即用，在多地为官数年。辛亥革命后，

周柏斋返回家乡蒙自。

周家在蒙自家大业大，身为当时的富滇银

行副行长、个碧石铁路协理，周柏斋于 1916

年开始建造周家宅院。宅院为住房与园林结

合的四合院建筑，共 4 院 90 余间房屋。这座

融合东西方建筑特色的宅院占地面积2808.8 平

方米，建筑面积 3528.4 平方米，包含前院正

厅、两厢，后院正厅、两厢，颐楼、戏台、

天井等，布局独具匠心，建筑结构严谨规整，

颇为气派。

在历史进程中，蒙自最大的地主周柏斋可

位于蒙自市老城区的武庙街狭窄而热闹，

充满浓厚的市井气息。在街道中段，有一座古

色古香的宅院，步入其中，仿佛瞬间进入另一

个世界：安静典雅，诗意盎然。这处由蒙自富

绅周子荫（字柏斋）建于 1916 年的周家宅院，

已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百年间，

古宅内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

周家宅院：见证蒙自百年沉浮

谓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开明绅士，也有人

说他是土豪恶霸。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

周柏斋在滇南地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周家宅

院对研究中国教育史及民主革命运动史具有重

要意义。

中华英才的避难所

周柏斋曾任天津县代理知县，任期内，他

结识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

周家宅院正门

曾作为西南联大女生宿舍的“听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