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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

沙临时大学。次年，长沙临时大学西迁

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校

舍紧张，1938 年春，西南联大在蒙自设

立分校，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迁移至蒙自。

得知联大师生为躲避战乱来到蒙自，该

校的校委会常委还是自己的老朋友张伯

苓，周柏斋不仅设宴款待联大师生，还

将周家宅院东侧院的一栋青砖楼房让出

来，改造后作为联大女学生的宿舍。

“学生们在南湖边的蒙自海关税务

司署旧址上课，只要步行 200 多米，就

可以回到宿舍休息，特别方便。”2013年，

周家宅院以博物馆的形式正式对外开放

时，季景红就到此担任副馆长。讲起联

大往事，她表示，周家宅院位于蒙自城

内，安全性较好，加上距离学校很近，

受到师生认可。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办

学的半年多时间里，约有六七十名联大

女学生在周家居住，这里也成为国难时

期中华英才的避难所。

联大学生曾经居住的小楼名为“听

风楼”。在学生入住前，周家人习惯称

它“颐楼”，取“颐养天年”之意。更

名原因，是因为周家宅院楼高风大，同

学们忧国思乡，常彻夜听风、难以入眠，

遂将“颐楼”称为“听风楼”，并留存

至今。

西南联大时期，蒙自南湖边曾留下

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的

身影，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文章传颂

至今。近年来，联大后人纷纷来到周家

宅院，探访先辈足迹。“这几年，我见

过的联大后人就有陈寅恪之女陈流求、

朱自清之孙朱小涛、闻一多之孙闻黎明

等。”季景红说，除了联大后人和专家

学者，也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慕名

前来周家宅院，聆听联大往事，赓续联

大精神。

百年古宅焕发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周家宅院发挥新作

用，对当地党员干部群众产生了深远影

响。据红河州委党校校史记载，20 世纪

50 年代末，红河地委党校（今红河州委

党校）与个旧市委党校开始分开办学。

1960 年前后，红河地委党校将校址设在

原属蒙自地委办公区的周家宅院，便利

的交通、完善的设施让地委党校的办学

条件大幅提升，为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周家宅院陪伴着一代代蒙自人成

长。这里曾是蒙自首富的私家宅院，联

大学生的宿舍。后成为州委党校所在地，

培养出一批批领导干部，在各自领域发

挥作用。

1983 年，周家宅院成为蒙自县（今

蒙自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入选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周家

宅院作为州委党校的职能职责逐渐淡出

历史舞台。但传承仍在延续，蒙自市望

云传统文化博物馆在周家宅院内应运而

生。作为云南首家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的民营公益博物馆，蒙自市政府与蒙自

籍篆刻家黄河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展出

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生活和艺术状态，加

强文物利用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承。

今天，走进周家宅院，深厚的历史

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古宅建

筑、传奇的人物故事得以全方位呈现，

百年古宅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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