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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去拜访一位女同事，
遇到其耄耋之年的婆婆。老人家
端坐在椅子上，身穿浅灰色棉布
盘扣斜襟袄，灰白的头发纹丝不
乱，清瘦的面庞，纯正的京腔京
韵，那慈祥、利落，拿捏得恰到好
处，一笑一颦中透着骨子里的雅
致。后来，从同事那里得知老太太
是旗人，常年住在青州乡下，重礼
数，讲究生活品位，每顿饭必备一
杯金奖白兰地和两小碟菜肴———
菜，是下饭的；肴，是品酒的。

雍正初年，清廷拟在山东登、
莱一带设置水师旗营。有人提出
异议，雍正指示，“或与青州酌量
查勘，再不然即于济南省城亦
可。”1730年6月，开始在青州府城
北大兴土木，新建满城，两年后竣
工。这是一座占地1120亩的三合
土城，城垛砖砌，城墙高1 . 2丈，设
东南西北海晏、宁齐、泰安、拱辰
四门，城周有三公里多长的护城
河。因满城位于青州府城之北，故
称“北城”，而居住着汉、回人的府
城则称“南城”。1732年，2000名从
京师的八个旗中选调的经过操练
的满洲兵丁及其眷属共15000人，
自京师启程，奔赴青州驻防。

清廷在青州驻防的目的有
二，一是军事需要，青州自古即九
州之一，系防务要地；二是为解决
八旗生计。当时，下层旗人由于旗
地流失、人口增多、生活奢靡等原
因，日趋贫困，成为一个令清廷头
疼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遣其举家
外派驻防无疑是化解这一问题的
良策，用雍正的话说，“驻防满兵，
不过使其不缺衣食足矣。”旗兵入
驻北城后，在城内设置了市场，很
快便商贾云集，贸易兴盛，而旗人
为了生计也开店经商。

1911年宣统退位后，旗兵的
俸饷暂时保留，但逐年消减，而青
州驻军骑兵的新操编制一直保留
到1925年，这在全国是唯一的特
例，同年，被军阀张宗昌收编。到
1924年，俸饷全部停发，无奈之
下，旗兵只好先卖官房什物，卖子
女，随后，近八成的旗人外逃谋
生，仅在济南和青岛两地的就有
万余人。当时，各地多发盲目排
满、满汉争斗的流血事件，唯有青
州北城平安过渡。民国后期，北城
迅速衰落，到1947年，几乎毁坏殆
尽。此后，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北城
村。

笔者造访过北城村。这是山
东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满村的

“京片子”使这里成为一个语言孤
岛，“佟关索马齐富那郎”这满族
八大姓氏在村里都可找到。除了
语言，像除夕夜吃“金银饭”，喜食
酸白菜和黏米白糖做成的糕点，
锅灶设在房外屋檐下，还有八角
鼓、珍珠球、挫琴等满族风俗习惯
和老物件儿依然存在。第一次去
的时候，城墙早已荡然无存，只剩
下了石质的东门门额“海晏门”，
村内八旗十六佐的建筑格局尚依
稀可见，但当年的旗房大多已不
见踪迹，在一片青砖红瓦的旧式
院落中，保存完好的有两处，一是
原米盐局办公用房，再是原骁骑
校衙门。

因为同事的原因，我结识了
多位青州旗人的后裔。他们的先
辈作为军人，从白山黑水，到京
师，再到青州，以军营为家，漂泊
四方。有过金戈铁马、血雨腥风，
有过时运更迭、沧海桑田，也有过
安身立命、随方就圆。有过荣耀与
辉煌，有过悲戚与彷徨，而今留给
他们的，或许只有那回荡在心灵
天空中的历史吟唱。

城也好，村也罢，大凡有形
之物总要归于尘土，唯有蕴含于
血脉之中的民族气质是永恒的，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德州入伍绰号“孙滚子”

孙万龄（1843-1905）,字寿
卿，祖籍安徽利辛县孙集孙小
寨，出身寒微，曾以卖烙馍谋
生。自幼习学武艺，身矮而力
大，故绰号“孙滚子”。刚到入伍
年龄，他就踊跃报名参军。可是
因为个子矮小，三次报名皆未
被录取。清同治初年，终于到山
东德州投入行伍。因其作战勇
敢，很快提升为外委(清代编外
低级军官 )，不久升为统领。此
后数年之间，他就由外委、统领
升任总兵，加提督衔。

由于当时军情万分危急，
孙万龄接令后即率军冒雪东
进。由于李秉衡怕被日军切断
后路，留下大部分军队镇守后
方。因而当时孙万龄手下只有
一千二百余人，而且多半都是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
的。不仅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而
且武器装备极差：多是火枪土
炮，甚至大刀长矛。但军队的士
气非常旺盛，人人都想与日寇
决一死战！队伍行进途中，在羊
亭集地界（山东威海市西南）遇
到从荣成溃退而来的清军将领
阎得胜残部。面对溃不成军的
清兵，孙万龄骑在马上朝天鸣
枪示警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阐明国安则家在、国破则家亡
的利害关系。在他的鼓舞下，许
多败军官兵纷纷穿好衣甲，竖
起军旗，随着孙万龄重新向前
线进发。

自此，阎得胜等五营河防
军便隶属于孙万龄。此时，威海
陆军主将戴宗骞也应李秉衡之
约，派遣其属下绥军将领刘树
德率绥军两营人马赴羊亭集助
战。会师后三股清军兵合一处
共计三千多人，由孙万龄统一
指挥。各军继续向东进发。一路

上，大雪纷飞，路滑难行，然而
军队士气旺盛。沿途各村百姓
积极支持清军抗敌，男女老少
纷纷涌上街头，争先恐后地帮
助军队拉炮和运送粮草。

除夕夜白马河“小胜”

1月 2 2日，孙万龄等军开
到白马河北面的五尚地村时，
探悉连日有小股日军向西窜
扰。孙万龄一面封锁消息，一
面召开军事会议共同商定分
工意见：孙万龄率嵩武左营及
福字三队，至白马河西岸埋
伏，阻敌西犯，阎得胜率精健
等五营从旁截击，并包抄敌
军，刘树德军仍驻守五尚地附
近，以备接应。随后，孙万龄即
进驻白马村，在白马河西岸修
筑工事，并派探骑侦察前路敌
情，阎得胜移军桥头集，伺机
出动；刘树德则连日修建临时
炮台两座，一在桥头北山，一
在孟京庄北的兴隆山，各设行
营炮两门。

1月 2 4日这天是除夕。日

军进入东豆山村，其骑兵深入
到白马河东岸的观里村，在村
西遭到孙军探骑伏击。当天傍
晚，日军探知清军兵力不多，
便派出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
中队，拟进占白马河东
岸各村。日军刚进入白
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
清军已做好准备。孙万
龄趁敌人立足未稳，立
即下令发起猛攻。

此时夜幕笼罩，一片漆黑，
无法瞄准射击。日军对地形不
熟，又找不到向导，只好打着探
照灯照射进攻目标。孙万龄手
下多是刚招募来的新兵，一时
慌了神，纷纷大叫：“不好，倭兵
厉害！”

孙万龄纵身而起，朗声鼓
舞士气：“弟兄们，洋鬼子不可
怕，利用倭兵的灯光，打他个措
手不及！”

在孙万龄的指挥和工事
掩护下，清军士兵沉着应战，
巧妙地利用日寇的行军探照
灯光，开枪连续射击。枪声响
处，日军一个个应声倒地。与

此同时，一发发炮弹准确地在
日军中连续爆炸。激烈的阻击
战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约毙敌
军官一名、士兵十余人，而清
军仅一名哨官受伤，一名马夫

中枪牺牲。日军失利后，
便向东撤退。

白马河之战是一次前
哨战，在这次战斗中清军
获得了“小胜”。此次战役

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陆军将领以
少胜多的首例：战胜了三倍于
自己的敌军！日军第一次受到
如此重大打击，入侵的嚣张气
焰锐减。在初战获胜扬我国威
的形势下，虽然未能从根本上
扭转败局，但却初步稳定了清
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境内连战
连败、几乎全线崩溃的混乱局
面，起到了振奋军心、鼓舞士气
的作用。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
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闻报
后，认为“初战获胜，稍壮土
气”。李秉衡在致湖广总督张之
洞的电文中亦称：“兵固单，尤
苦死将，前敌敢战之将，仅一孙
万龄。”

□陈敬刚

“孙滚子”除夕夜显威白马河 那城那村

那八旗子弟
□沐梵

【行走齐鲁】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
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部
队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
数民族妇女结婚”，婚姻问题成
了部队官兵的难题。随后，王震
便向党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不久，中央允许新疆军区从内
地招收女青年参军，支援新疆
建设，解决大龄官兵婚姻问题。
从此，便出现了“八千湘女进新
疆”、“八千鲁女嫁新疆”。

1952年6月15日，昌潍地委
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
神，向各县(市)发出了《关于动
员500名未婚女青年去新疆参加
建设大西北的指示》(以下简称

《指示》)。要求全区动员16至28

岁、政治上无问题、天足、身体
比较强壮、无宿病及传染病的
未婚女青年或寡妇(无小孩)开
发新疆，建设大西北。

《指示》发出后，昌潍地委
召开县(市)会议作了布置，并成
立了“动员妇女参加新疆建设
委员会”。各县(市)也均成立了
动员委员会，并以青年妇女为
主组成了委员会办事机关。在
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各县(市)通
过夏季生产评比工作，选择条
件较好的区有重点地进行动
员。动员期间，部分群众积极响
应，好多妇女到处打听新疆的
情况，一天跑五六次机关，报不
上名也不灰心，有的报名后便

拆洗被褥、做衣服，积极准备出
发行李，各个报名人员都热情
高涨。经过地委的认真组织，各
县(市)的广泛发动，实际报名人
数达到1533名，远远超出预定人
数。最后，昌潍地委经过严格审
查和层层筛选，确定支援新疆
建设的妇女为1402人。

报名结束后，昌潍地委就援
疆妇女的集中、造册、移交、出发
等事项作了具体安排。潍坊市255

名妇女7月25日集中，8月16日直接
移交新疆军区接收组，具体事宜
由潍坊市负责办理。各县集中
时间为8月5日至7日，8日送集中
点。益都、昌乐、寿光、寿南四县
的275名，在益都集中，由益都县
负责办理；昌邑、昌南、安丘、潍
北、潍县、丘南六县470人，在潍
县火车站转业军人接待站集
中。同时要求，各县派专人组织
护送，由区到县一律步行，由县到
各集中点，原则上50华里以内步
行，再远的办理团体优惠票乘火
车或汽车到集中点。集中完毕后，
各集中点按照地委的要求，对援
疆女青年进行了政治思想和民族
政策的学习培训。

8月16日，1402名昌潍女青年
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从此，昌潍千
女汇入全国各地支疆的几十万大
军洪流，共和国领导人大军戍边
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西北边疆
的安全稳定得以保证。

□张聿伍 周钦生

千女支疆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山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到12月下旬，山东中部形势愈加危急：日
舰在山东海面上活动日益频繁，并驶入荣成湾，派人上岸侦察情况。次年1月20日，约34600名日军从荣成附
近海滩登陆，矛头直指荣成。清朝山东巡抚李秉衡急令其部下将领孙万龄率军驻守威海所属荣成，策应先
行抗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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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片）

援疆女战士进入戈壁滩(资料片)

女青年戈壁滩劳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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