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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奇山所厅（即奇山所衙门）
设于何处，至今莫衷一是，尚无定
论，原因在于缺乏确切的史料可
证。奇山所张氏先辈张星坡在《烟
台奇山所往昔忆》（载《烟台文史资
料》二）一文中曾以肯定的语气说：

“奇山守御千户所曾建所厅于北门
里（现永发胡同路南），遗址早不存
在，已建平瓦房若干，为居民所住。”
张星坡曾任所城北门里村自治会会
首，又是奇山十三村最后一任会首，
对奇山所的历史知之甚详。永发胡
同原居民与他属同一支系，因此他
对此地的房舍毁存历史沿革十分熟
悉。他的说法可信度很高，可以看
作迄今为止关于所厅原址的唯一可
信证据。在更具说服力的史料出现
之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据此得出
合理的推论：明代奇山所所厅原址，
在所城北门里永发胡同路南。

张星坡使用“所厅”一词，概念
很清楚，就是指千户所衙门。厅古
字做“廰”。《康熙字典》解“廰”：“古
者知官处谓之聼事。后语省，直曰
聼，故加广。聼事，言受事察讼于
是。”这段话的意思是：古时办理官
务的地方叫聼（听）事，后来省略，直
接叫聼。为避免混淆，所以加一广
字，成为廰。所谓聼事，就是在此受
理公事，审理讼案。（因“廰”字晚至
南北朝时才出现，故《说文解字》未
载，此处仅能引用《康熙字典》之
解。而《康熙字典》之解出自宋代古
籍《集韻》《增韻》。）

近年出版的某地方志对此另有
一解，有关文字如下：“所厅建于北
门里，用于召开会议等。城西北部
（今时彦街）设千户衙门及随职官眷
居宅。”第一句肯定了张星坡的说
法，但却将所厅说成是召开会议的
地方。这显然是曲解。我国古代官
员议事从来都是在官衙之内，或大
堂，或二堂。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千
户所，就是巡抚衙门、总督衙门，也
未见离开衙门另设开会大厅的先
例！有了第一句的曲解，第二句只
能依靠现代人的想象力在时彦街另
设个千户衙门。

据我所知，当年编写此地方志
时，曾专就奇山所问题开过座谈会，
张星坡的说法是与会者的共识。当
年所城张家老尊长张永绪先生亦曾
与会。至于为什么会曲解“所厅”的
概念，我猜很可能是按“厅”字的现
代词义，作了古词新解。

论证史题，像这样的自相矛盾、
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字，显然不能采
作证据。

古人建城伊始，会优先确定衙门
位置。其依据则是风水学的基本要
求，比如，坐北朝南，居于重要风水标
的物（比如前后方向的山头）之中轴
线上，负阴抱阳，趋阳避阴，等等。张
星坡所说位置符合这些要求，而时彦
街（特别是其西北角）则相反。

总之，依据现有证据，张星坡所
说奇山所厅建于北门里永发胡同，
是可信的；而建于时彦街的说法，很
明显是属于臆测。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宋世民先
生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一

我的父亲刘常青先前保留下一封家
书，家书是我的爷爷刘凤仙写给他的母亲
——我的太奶奶的。

“叩禀
母亲大人安好，身体康泰万福金安。儿

与孙在烟平顺勿用惦念。金钟弟来烟代
（带）之棉被衣服收妥矣，特报润田柜中，铺
垫如数兑出。

掌柜本月初旬归家，润田在同合里铄局
浮住，前信已经报过。

自己有意做一小买卖。财东俱妥，房子
难找，人亦难用。向后若有准章程必另有信
禀明。再前拍之项，家中可买几斗苞米。否
即来信便知。

别言不禀，捎信即捎烟台北马路商会东
首双合成便知。

辛酉年七月十二日，男凤仙叩”
写信的日期是1921年8月15日，距

今一百多年了。
信末落款“凤仙”即是我的爷爷刘凤

仙，信内提到的“润田”是我的伯父刘润
田。我家原籍黄县泉水疃打绳徐家村，爷
爷是中医，在黄县开有药铺子，为人治病
抓药是主要收入，还兼职会计。

伯父刘润田，生于1902年。他16岁
来到烟台同合里铁匠铺学徒。到爷爷写
信时的“辛酉年”即1921年已经学徒三
年，按规定该出师踏入社会，自谋生路
了。爷爷信中说“自己有意做一小买卖，
财东俱妥，房子难用，人亦难用”，就是说
伯父确定出徒后准备自己在烟台自立门
头做一个小买卖。

奇怪的是，伯父没有开铁匠铺，而是
开了一家“砚农画舍”，地点在市府街小斜
街仁一堂内。

伯父是铁匠铺走出来的一位画家。他
闲暇时间喜欢涂鸦画画来消磨时间，画得
相当不错。铁匠铺老板非常赏识伯父的绘
画才能，把伯父介绍给他的一个北京画家
朋友为徒。老板也是个文化人、有心人，他
的善举改变了伯父的命运！

二

再来看看父亲刘常青1956年1月填
写的一份履历表。

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中，父亲以
私营业主的身份幸运地进入烟台劳动报
社。报社组织部门按规定建立档案，新进
入报社印刷厂的父亲，用他小学四年级的
文化程度，填写了这份履历——这显然是
自己留底的草稿。原文如下：

原名：刘润生。现名：刘常青。
出生：1921年11月5日。
原籍：山东黄县泉水疃打绳徐家村。
文化：小学四年。
历史情况：刘常青，年36岁。1929年上

学，1934年13岁下学后来烟，在市府大街小
斜街兄处学习画图三年。1937年在大马路
平安里李凯南处学照相制版二年。1939年，
在南山路德仁里10号“义丰商行”学习画绣
花样子四年。1943年在北山下鲁东日报社
（敌伪时期）学习照相制版三年。1946年，在
璋玉路“砚农印刷社”一年半。1948年在大
马路开设“景青印刷制版厂”。1956年1月
合作化时并于国营报社印刷厂。

这份履历表距今68年。
我父亲生于1921年，他8岁上学，13

岁辍学，来烟台投奔哥哥刘润田的“砚农
画舍”学习画图三年。原因是我的爷爷于
1934年突发心脏病去世，这时家里还有
老奶奶、奶奶、四个姑姑和我父亲需要生
活，家庭的顶梁柱倒下，无奈让13岁的男
孩子中断学业，踏上社会谋生。那时女儿
家不能工作赚钱养家，只能让未成年的儿
子闯世界。

烟台小斜街北连市府街，南接著名

商业文化街“小午台”，伯父的“砚农画舍”
落址于此，实在没有比这儿再好的商业地
段了。

1937年，学徒三年的父亲出徒了，一
个好机遇向父亲招手，这就是履历表中写
的：1937年，在大马路平安里李凯南处学
照相制版二年。

烟台名医李伯南大夫的弟弟李凯南
毕业于烟台益文商科学校，留学于加拿大
工科大学，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烟
台。1937年6月3日，烟台的《东海日报》
上刊登广告，宣布“凯南科学影印社”筹备
成立，正在招兵买马，开创实业。

父亲刘润生成功应聘进入凯南科学
影印社学徒，得益于跟哥哥学了三年画图
的积累，画图是印刷业必备的基础技能。

父亲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文化水平
不够，物理化学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给他
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没有别的选择，唯有
跟凯南师傅从零开始学起。凯南师傅提供
了一本翻译过来的《化学照相制版工业大
全》专业书籍，父亲工余手抄了下来。现在
保存的这本手抄本，用秀丽的小楷字体，把
书中的所有文字、精美的插图、不一定认识
的外文，全部一笔一划工整如数抄录。我
惊叹父亲谋生的决心、学技态度的严谨、一
丝不苟的恒心！

凯南工作间的置物架子上，有几百个
化学溶液瓶子，盛着多种多样的化学溶
液。父亲有点蒙，别说怎样使用，光搞懂
名称，短时间都做不到。他没有别的选
择，跟着凯南师傅，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废寝忘食地强记强学，记住了全部化学溶
液的名称和作用，操作也日渐长进。他的
画图设计也派上了用场。

“凯南科学影印社”的营业范围广
泛，包括彩色铜版、锌版、网线版、无网铜
版，代表着当时烟台印刷行业最先进的
化学工艺技术。父亲迈出了一大步，新
技术在手，为生活立世增加了一个强有力
的筹码！

1938年2月，风云突变，日本人占领
烟台。亡国奴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烟台
人。1939年“凯南科学影印社”老板李凯
南不甘心当亡国奴，宣布关门停业，全家
迁往上海。父亲那年18岁，失业了。

三

再来看看第二封信。
信封：
黄县城东门里东聚合宝号新转打绳徐

家 刘润生先生启
烟台南山路德仁里十号
义丰商行箴。
信的内容：

“迳启者，两个月前战事爆发，当时因变
起仓促，时局混沌，本柜进退方策，一时无从
规定，且年节在尓，故当时令诸位暂住家三
个月，并声明待时局略定，然后斟酌办法。
今者战局日益明朗，大势已定，绣花事业不
能继续。故数月来之用度已赖借债维持。
存货无从变得现款。故本柜对同仁已决定
解散。办法如下：自一月一日起，每人给与
薪给饭费各二十个月。前六个月扣除各位
长支数目外，一律领取现款。后六个月之薪
膳完全收于各人之名账上，为本柜额外之给
予，暂不支付。缘本柜存货无销，故需暂
存。直待货物流动之时，方可支付。照上列
办法。请诸位将现款取去，柜中不再料理账
目。将来本柜复业之日，必另涵各位也。

此致 刘润生先生鉴。
义丰商行
卅一年二月二十日”
义丰商行老板李容南这封信写于

1942年2月20日，愤懑、无奈、失落的情
绪充斥信里。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悍然偷袭
珍珠港，对美国的航母、飞机、潜艇和守军
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史称“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和万里之遥的烟台没有半毛钱关
系，“义丰商行”咋会倒闭？

原来日本人把大批主力部队从中国
调往太平洋，日本在中国的兵力空虚了。
为避免中国军队乘机反击，日本于是做出
了战略调整，封锁中国全部海口，一切进
出口业务全部停止，妄图扼杀中国经济，
换取日本的全球利益。大批中国民族进
出口企业因此倒闭，靠出口花边、发网、绣
花为主要业务的“义丰商行”首当其冲，应
声倒下。

我父亲曾给我们讲过，封海前，“义丰
商行”有一船货发往英国，封海后，货物如
泥牛入海无信息。“义丰商行”资金链断裂，
遣散员工，父亲又一次“下岗”了。

这封老板1942年2月20日寄给我父
亲的信，里面提到商行倒闭的善后处理，
还是挺有人性的。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8月日本
投降后，英国人及时联系上了“义丰商行”老
板，把几年前的货款连利息全部结算清楚
了。父亲挺感叹对方做生意的诚信。

常听一句话：弱国无外交。其实岂止
无外交！弱国无主权、无发展、无经济、无
民生。亡国奴的屈辱真是欲哭无泪呀！

日本入侵前，烟台民族工业日渐兴隆
发展。沦为亡国奴后，民族企业遭到毁灭
性打击，纷纷关门倒闭。我父亲不幸两次

“中枪”！
抗战胜利后，“义丰商行”并没有复

工，我父亲重新回到哥哥的“砚农画舍”工
作，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岁月。

1948年10月，烟台二次解放。
父亲在履历表上写道：1948年在大

马路开设“景清印刷制版厂”。
烟台二次解放后，天下从此太平。父

亲抓住这有利的创业时机，在大马路67
号开设了“景清印刷制版厂”。拥有先进
工业技术的优势和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
父亲的小工厂经营得顺风顺水，有声有
色。5年后的1953年，父亲已经有了足够
的经济实力，他在南山路买了7间房子，
全家自此有了安身之地。

履历表的最后，父亲陈述：1956年1
月合作化时并入国营报社印刷厂。

始于 1954 年的公私合营，父亲的
“景清印刷制版厂”被合营到不对口的染
织厂，且待遇低，父母心情不佳，都觉前
途未卜。

关键时刻，《烟台劳动报》制版车间的
大师傅意外病了，大批新闻报道的照片、
图片、通栏标题卡壳，上不了版面，报社领
导十万火急地向社会急寻制版师傅。

当时报社印刷厂在东升街东端，大马
路紧挨着东升街。大马路上有两家印刷
厂，西边是我伯父刘润田的“砚农印刷
社”，东边是我父亲的“景清印刷制版
厂”。报社的人员首先找到伯父，伯父推
荐了弟弟的“景清印刷制版厂”。工作人
员急忙找到父亲刘常青去救急。结果父
亲一上去就顶班干活，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明代奇山所厅
原址之谜
张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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