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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老人想回栖霞寻根》追踪

老人的家乡终于找到了
孙永山提供的“徐家村”其实是栖霞市官道镇的“许家村”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宗韶
峰 ) 住在中蒙边境的76岁老人
孙永山，一直想为自己已经去世
的父亲寻找远在山东栖霞的故乡
(本报2011年10月27日C03版曾予
报道)。19日，在热心市民邵女士
的帮助下，老人的家乡终于找到
了！听到这个消息，孙永山和家人
都很激动。140多天的寻亲路终于
圆满画上了句号。

18日，市民邵女士给本报打
来电话称，“徐家村”应该是“许家

村”，在栖霞市官道镇的许家村，
报道中所提的三个人名在村里都
有其人。

19日，记者赶到许家村，经过
走访村里75岁以上老人、查阅许
家村的孙氏家谱后，孙永山所提
供的线索均被一一证实，记者还
找到了孙永山的堂兄弟“孙恒山”
的亲人。通过他提供的信息，记者
向孙永山核实，也都能一一对上。

最终，孙永山老人的父亲孙
同盛的故乡锁定在了许家村。得

知这个消息，在电话里，孙永山老
人和家人都很激动，孙永山连说：

“一定会到家乡看看，了却父亲最
大的心愿。”

如今77岁的孙永山出生在
中蒙边境的恩和小镇，上世纪20

年代，孙永山的父亲闯关东到
了俄罗斯，不久就断了与家中
的音讯。除了父亲，孙永山家里
人不是俄罗斯血统就是混血血
统，虽然祖籍是山东，但他从来
没有来过山东。儿时的记忆里

只知道老家叫栖霞，有好吃的
苹果。

十几年前，孙永山的老父亲
去世，留下的遗愿就是让儿孙回
到栖霞认祖归宗。到现在，孙家在
恩和已经有了第四代孩子。可是
对老家栖霞的思念和父亲的遗
愿，一直无法让他释怀。他非常希
望能找到老家的详细地址，找到
亲人，一偿老父亲几十年的心愿，
让他这个古稀老人可以回到祖辈
生活的土地上看看。

柳暗花明又一村>>

140多天的曲折“寻根路”
本报记者 宗韶峰

从2011年10月28日第一个线索“东山庄和西山庄”，到2012年3
月18日邵女士提供的“许家村”这一最有价值的线索，再到3月19日
确认故乡，寻亲路走了140多天。这140多天走得不易，却走得很值。

■重大转机

许家村寻根，家谱中老人叔伯名却对不上
前期很多线索都没能找到

老人的“根”，寻亲就此迷失了
方向。但就在2012年3月18日，事
情出现了重大转机。当日，市民
邵女士给本报提供了“许家村”
的线索：报道中所提的几个人
名，在许家村都有其人。

3月19日，记者找到了官道
镇许家村的孙吉明，在孙吉明
家，他给记者拿出了许家村的
孙氏家谱。

在家谱中，记者看到了孙
永山老人的父亲孙同盛的名
字，但最后一个字却写的是

“胜”，而家谱中那个“孙同胜”
的哥哥和弟弟却也不是老人所
说的“同全”和“同成”，而是另
外两个名字。

孙吉明告诉记者，旧时的名
字更多的时候是习惯叫法，有时
候会有字面上的差别，加上这份
家谱是后来才整理的，内容难免
会有差别或者遗漏。

孙吉明告诉记者，按照过
去农村的规矩，男孩的名字要
有一个字代表辈分，这个字大
部分是中间一个字，少数则是
最后一个字，按照孙永山的情

况看来，他的上一辈是“同”字
辈，而孙永山则是“山”字辈，这
和许家村的情况完全吻合。

继续往后翻家谱，记者看
到“孙同胜”的名字下面写着类
似“解放前去东北三省，后来没
有音信”的字样，并且同样是哥
三个，这和孙永山父亲孙同盛
的情况基本吻合，但遗憾的是，
家谱中没有关于“孙同胜”等人
后代的记载，所以，这个“孙同
胜”和寻亲老人的父亲孙同盛
究竟是不是一个人，一时无法
核实。

■老人核实

“同胜”跟“同盛”的体貌特征相似
随后，孙吉明带记者找到

了许家村89岁的孙培义老人，
孙培义为记者回忆了一些关于

“同胜”的故事，关于那时候的
人和事，只有孙培义等两三位
老人还能为记者讲述一些。

“听老人讲，他个头比较
高，力气很大，身体壮实，除草、
犁地什么的，一点不吃力，年轻

时候在现在的招远毕郭镇给人
家扛活挣钱，这应该是他最主
要的特征。”孙培义告诉记者，

“同胜”弟兄三个只有他一个人
去了东北，而哥哥和弟弟都留
在村里生活，但都没有留下后
代，和谁家的亲戚关系相对近
一些也无据可考。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寻亲

老人孙永山，孙永山告诉记者，
自己父亲孙同盛个头在1米70

以上，比较高，特别能干活，父
亲曾告诉孙永山，自己年轻时
候给地主家耕过地，至于在外
扛活，孙永山说“的确干过”。

“同胜”和“同盛”的体貌特
征相似，但最终确认，还需要更
多的证据。

■水落石出

“孙恒山”的侄子出现，一封家书最终找到故乡
正在记者为更多的证据发

愁时，孙吉明的一句话带来了
希望。孙吉明说，上次报道中所
写的孙永山的堂兄弟“孙恒山”
在这个村里也有，而且有一次
孙恒山的侄子告诉他，“孙同
胜”曾经给自己家寄过一封信。

随后，记者找到了孙恒山
的侄子，79岁的孙永兴老人。孙
永兴说，这封信大约是他七八
岁的时候寄过来的，信上写的
什么内容，如今他也不记得了。

孙永兴回忆道，“孙同胜”
来信时，年龄已经快60岁了，按
照这样推算，如果“孙同胜”现
在还活着的话，年龄将近130，
而“孙同胜”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时候，已经40多岁了。随后，记
者也向孙永山求证了这一点，
情况吻合。

正在这时，孙永兴老人突
然想起了信里的部分内容：“信
里有一张照片，上面好像是‘孙
同胜’和他妻子，妻子是个苏联

人，信里还提到了四个儿子的
名字，我记得三个，孙德山，孙
贵山和孙永山。”

说到这里，记者一阵兴奋，
记者赶忙给孙永山又打去了电
话。孙永山说，孙德山是他的二
哥，孙贵山是他的弟弟，他隐约
记得所寄的信中的确有一张照
片，而且孙永山又想起父亲曾
经和自己提过一个叫“毕郭”的
地方，而毕郭镇与许家村仅仅
隔着一条河。

■前情回顾

山重水复疑无路>>

走了不少地方

都沾不上关系

本报2011年10月27日C03版
的寻根报道发出后，很多热心读
者一直在关注这次寻亲之路，也
不断有读者为本报提供线索，但
由于时间有些久远，孙永山老人
能回忆和提供的线索很少，只有
自己的父亲孙同盛、来自徐家村
的一封家书和“孙恒山”、“臧家
庄”、“孙同成”等几个名字，刚开
始寻亲路并不顺利。

报道刊出的第二天，本报接
到了第一个线索，臧家庄镇的东
山庄和西山庄村有孙姓人家，根
据老人提到的这些名字，很有可
能是在这两个村。得到消息，记者
马上赶到了那里，经过在东山庄
和整个臧家庄镇的寻找，并没有
找到符合条件的地方。

接下来，记者又根据“徐家
村”这条线索将寻找范围扩大到
临近的寨里镇，在叫“徐村”的地
方，对比仅有的线索后，最终也
排除了可能性。

之后，臧格庄临近的寨里等
地，凡是有孙姓人家的地方，记
者基本都去寻找过，但也没有符
合条件的地方。虽然不断有读者
给本报提供各种线索，但落实
后，这些地方都被一一否定。

■当事者说

闭上眼也没回家

是父亲最大的遗憾
孙永山的父亲孙同盛1969年

去世，孙永山说，父亲健在的时
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家看看，
能在去世时，在自己的墓碑上刻
上“山东栖霞人孙同盛”的字样，
可直到闭上眼睛，父亲的愿望也
没能实现。

这些年，孙永山一直没有断
了寻根的念头，可远隔千里的内
蒙古和山东，让孙永山的寻根路
渐渐变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家，找到了，孙永山说“非常
激动”。虽然身体条件不允许他
回到千里之外的这个地方，但他
要让自己的子孙回来看看，看看
根在的地方。

老人找到了家

也是我的心愿
寻根成功，记者也把这个消

息告诉了邵女士，邵女士说自己
由衷替老人高兴。

邵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婆
家就是许家村的，以前她写信的
时候，经常把“徐”和“许”弄错，看
了报道后，她第一个想到会不会
是许家村而不是徐家村，这才给
本报打来了电话。

找到了根，在电话里，邵女
士也显得很激动：“他能圆这个
梦就行！老人找到了家，是我这
些天的心愿。”

这些年，孙永山一直没有断了寻根
的念头，可远隔千里的内蒙古和山东，让
孙永山的寻根路渐渐变成了一个无法实
现的梦。

家，找到了，孙永山说“非常激动”。
虽然身体条件不允许他回到千里之外的

这个地方，但他要让自己的子孙回来
看看，看看根在的地方。

孙永兴老人向记者回忆家书内容。

家谱里记载“孙同胜”解放前去
了东三省。 宗韶峰 摄

1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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