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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营村如今只是一个
普通的胶东村落，已经看不
出兵营的样子，但在600年前
的明朝，这里可是中国海防
重镇，扼黄海而防倭寇，陈重
兵而御京师。如今的文登营
村还有当年的遗迹，诉说着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海权辉
煌”。

一个村有113个姓

文登营村，位于威海市
文登区的文登营镇。走在村
里，已感觉不到多少历史的
厚重，普通的胶东民房，地道
的胶东方言，现代化的脚步
早已踏进村里，旅馆、影楼、
网吧处处可见。但提及历史，
村民们的语气顿生自豪，“这
个村啊，六百年啦！”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村落并不
少。文登营村的特殊之处在
于，村子虽只有千户人家，却
大约有113个姓，平均不到10
户一个姓。当然，这里有大姓
和小姓之区分。刘、张、王、于
是大姓，而荀、傅等姓氏只有
寥寥几户，阚姓只有一户。

姓氏的繁多，可见文登
营村人员组成的多元。这与
文登营村特殊的起源有关。
文登营村起源于明清两朝时
驻扎在这里的一座兵营，在
兵营最初的400年里，它的地
位显赫，堪称胶东沿海的最
高军事机关。

明朝年间，沿海倭患四
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起，朝廷为防御倭寇，在
今威海境内相继设威海、成
山、靖海三卫，宁津、百尺崖、
寻山、海阳四个千户所。明
宣德二年（1427年），又设文
登营，指挥节制上述三卫四
所和宁海卫（今烟台市牟平
区境内）。设文登营伊始，驻
军1140人，马414匹，最高将领

“把总”、“指挥”大多是将军
级，授“护国大将军”衔。宣德
十年（1435年），文登营迁往
县城东五公里。当年驻军将
校士兵以及眷属定居于此，
遂成村落。

笔者推测，文登营在军
户入驻之前应该就有村落，
因为文登营村东边不远就是

沙里店新石器时期遗址，早
在几千年前这里就有人居
住。史料记载，文登营营兵最
盛时达3000多人，这些士兵大
多数为军户出身，来自云南、
贵州、四川、山西等多个省
份。此外，这里还是重要的移
民流入地。据《文登县志》记
载，从明初至清代中期，朝廷
多次下令从山西、云南、贵
州、安徽、江苏等省移民入

境。民间的说法是，移民以来
自云南和“小云南”的居多。
云南指今天的云南、贵州、四
川一带，而“小云南”据专家
考证，为山西的大同附近。

建营兵制抗击倭寇

了解文登营的历史，就
要了解明朝的营兵制。建立
营兵制之前，明王朝就在全
国推行了卫所制度。明初起，
朝廷在全国沿海地区建立了
数量众多的卫所，在山东境
内设立宁海卫、莱州卫、登州
卫、青州卫，后又增设了鳌山
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
大嵩卫、灵山卫、安东卫。卫
下设千户所、百户所。从这些
卫所的位置看，卫所在山东
半岛沿海形成了一个半环形
的防御圈。但卫所分布较散，
互相之间不相统属，不利于
指挥与协调配合。于是，营兵
制应运而生。

永乐年间，山东沿海开
始设置营的建制，作为山东
都指挥使司与卫的中间机
构。营的把总官级为正三品，
最高的达正二品。要知道作
为山东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驻济南的山东都指挥使司的
品阶也是正二品。可见朝廷
对海防前线的重视程度。山
东沿海设即墨营、文登营、登
州营三个营，管辖山东二十
四个卫所。

这一切都是明朝为了防
御倭寇设置的。卫所和营对
于抵抗倭寇，保障沿海人民
的生命财产起到了不可低估
的作用，仅威海卫等卫所和

文登营从明永乐四年到清光
绪二十年就与倭寇和海盗发
生大的战事20多次。虽然有
的战役卫所兵员有较大损
失，但多数是将倭寇击败、击
退或者斩杀。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时任山东都指挥佥事的
抗倭名将戚继光到文登营巡
查，还曾作诗《过文登营》。文
登营的将士就是在戚继光的
鞭策声中，与倭寇奋力拼杀，
保护山东百姓一方平安。另
有记载称，戚继光曾为文登
营亲笔题写了“东方名藩”、

“齐东重镇”两块匾额，但这
一说法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
疑。

辛亥革命爆发后

驻军全部不见

到清朝时，文登营的战
略地位逐步下降，但仍兵多
将广。清朝中期时，兵有3000
多人，马有1200多匹。文登营
兵将虽多次参与战事，且战
功显赫，但不乏贪官污吏。康
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四十
年（1701年），因将领克扣军
饷，两度引发兵变。特别是第
二次，众兵士甚至动用大炮
击破辕门。到清朝末年，尤其
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和
1898年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
约》签署后，文登营这个海防
关隘重镇的军事功能已经基
本丧失，兵马大幅度减少，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仅剩
1个中军带领4个兵驻守。1911
年的辛亥革命爆发后，驻军
全部不见，文登营的军事建
制自此解体。

现在，在文登营村里，只
能找到零星残存的城墙地基
以及石板铺筑的小路，村东
二里处，原为当年操练兵马
的教武场，方圆三里之大。

血染山河的悲壮岁月已
经远逝，将士的后裔成为村
民，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
2010年，文登营村收集史料、
文物，自建了一个小型的博
物馆——— 文登营史展馆，陈
列着数十件将士们使用过的
兵器、器皿，记录了文登营从
明朝宣德二年至今近600年
的岁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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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拾遗】

近来得闲，又去章丘李
开先纪念馆一游，到了才得
知，具有千年历史的常道观
就在东鹅庄村西南角的东
鹅庄小学院内，于是迫不及
待赶过去，一睹这别具一格
的古建筑之风采。

常道观好似一位饱经
风霜的老人挺立在院子中
间，周边被冬青和柏树守护
着，显得庄严而肃穆。常道
观又称为倒坐观、老君殿。
据清乾隆时期《章丘县志》
载：“常道观在县南绿原村，
观制奇诡。相传鲁班所造。
工匠欲仿其遗法，仰视竟日
夜，出观辄忘之。”常道观原
为一个大院，有三座豪华气
派的大殿，还有多块古碑及
参天古树。可惜因为战乱致
使两侧的两座大殿毁坏，再
加上后来的派斗致使古树
折损。从挂着锁头的门板玻
璃缺损处往里看，大殿西侧
墙壁上黑板依旧，这里曾经
作为村里的小学校舍，只是
已没有了孩子们的清脆声
音。从空隙处可以看到大殿

房顶复杂的结构和精美的
木刻彩绘，真是巧夺天工之
匠技。

站在常道观大殿前，默
默地赞叹着脊顶精美的琉
璃瓦雕和斗拱，仿佛看到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曾
为之惊讶的眼神和久久不
愿离去的身影。1936年6月，
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夫妇
因考察古建筑与章丘大地
结缘，他们就是古建筑研究
和保护专家梁思成林徽因
夫妇。来章丘只是夫妇二人
从济南出发考察东向、南向
十多个县古建筑途中的一
站。在章丘一落脚，他们就
不辞辛劳开始实地考察，先
后考察了章丘的几处古建
和民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
到章丘，主要是受山东省教
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专程
来济南考察古建筑的。由于
章丘离济南咫尺之距，因而
在历城考察结束后随即来
到了章丘。夫妇二人在章丘
考察的古建筑有常道观元

代大殿、白云观、清净观元
代正殿、文庙金代大成殿、
永青寺、民居等，唯有常道
观给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古建筑在梁思成和林
徽因夫妇眼里是有生命的
物体，一砖一瓦、一处斗拱、
一块石雕等都是鲜活的，可
以说他们夫妇是在用“痴
心”和古建筑的灵魂对话，
彼此默契沟通。为此，梁思
成在其《中国建筑艺术图
集》一书中专门撰文对常道
观进行了详述：“章丘常道
之直棂窗，在棂内衬以木
板，板上并作圆洞，与直棂
相映成趣”，并附图说明了
常道观这座古建筑的独特
艺术特点，为章丘古建筑在
中国古建筑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篇章。

令人遗憾的是，梁思成
林徽因夫妇考察完章丘古
建筑离开不足一年，因战火
纷飞的乱局无情摧残，常道
观侧殿和文庙等几处古建
即遭受严重破坏，不能不让
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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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蒙湖畔有座造型奇特的山，名曰
黄山，也称黄山崮，山势弯成U形状，像极
了太师椅两边的扶手。黄山崮下不远处
就是美丽的云蒙湖，山不在高，水不在
深，在乎山水之间也，公家万村刚好居于
其间。公氏家族在蒙阴县定居800多年，公
家万建村就有270余年。

依山傍水的公家万村历来是块风水
宝地，据说当年公鼐的父亲公家臣路过
此地，一眼就看中了，还带着公鼐来过多
次，称“东方地，佳兆也”，遂把黄山脚下
定为百年栖身之地。公鼐与其父公家臣
皆为明朝翰林院编修，有“父子翰林”之
美称，父子二人更与公逸仁、公跻奎、公
一尝合称“五世进士”。为褒扬公氏家族，
明朝末年，在蒙阴县古城县署附近修建
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的石牌坊。当年
公氏家族的显赫与荣耀不言而喻，可惜
石牌坊未能保留下来。

现在，在云蒙湖畔黄山的山脚下，还
可看到公家臣的墓碑，后人将此地称为

“翰林旺”。经过风雨洗礼，朝代变迁，墓
碑已无当年的风光，我看到它时，它歪斜
在地上，半截埋在黄土中，但仔细看，还
可辨认出明代立碑的时间。这块古老石
碑的荒凉和冷清，让观者生出许多感慨，
当年公氏家族可是盛极一时。名气最大
的公鼐在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做过礼部
右侍郎，曾任两朝帝师。公鼐写了很多山
水田园的诗词，主要著作有《问次斋集》，
被誉为“小杜甫”，诗作多有经典，如“东
风吹雨宵来急，一片乡心到海涯”，还有
很多关于蒙山、汶河、南竺院等景点的佳
诗名句。

公家万村还有一个人人
皆知的传说，宋代皇帝赵匡
胤曾带其妹赵美荣多次到黄
山剿匪，后来不打不成交，赵
把妹妹嫁于土匪刘贵兴，并
将其封为大臣，此地从此平

安。赵美荣百年之后也埋葬在黄山脚下。
黄山顶上有一个叫小皇墩的山头，当地
人称皇斗顶，因为皇帝赵匡胤多次在此
指挥剿匪而得名。关于宋代皇帝和公主
的传说，至今还有些老人能讲述。

到过公家万村的人，都会被其淳朴
的民风民俗所吸引。村民至今仍是慢生
活状态，衣着朴素，房屋低矮，言谈朴实，
民俗文化保留和传承完好。村中不仅保
存了很多古老的生产生活物品，很多民
间手工艺品也保存完好。像寓意吉祥平
安的泥燕子，用泥土捏制而成，在清明之
前挂到院子里或树上，迎接春燕的到来，
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建筑物也有自己的
特色，村里有鲜见的土坯屋，全是用草和
泥土建成的，这种建筑起源于秦汉，兴盛
于明清，曾是北方农民的主体建筑，还有
石头屋、团瓢屋等，今天在村里还都能欣
赏到。就算是普通的传统节日，公家万村
人也能过得不普通。每逢二月二，一般人
只知道炒蝎豆，吃蝎豆，而公家万村人还
会制作蝎豆罐。蝎豆罐由泥土制坯炼制
而成，透气性好，干净实用。

到了公家万，除了观山看水，欣赏民
间手工艺品，到庄稼地寻宝也是很多人
的兴趣所在。随便一个种地的乡亲就能
找到一个完整的陶罐，这根本不用惊奇，
在寻常的地面深翻泥土就能发现。慕名
前来的客人更是寻宝心切。放眼望去，一
块省级文物部门确立的铁城遗址石碑赫
然在目。

据史书上记载，这里曾出土过铜镜、
佛像、铜箭头、货币等，经鉴定钱币是秦
朝的，但一直没深挖过，因此城墙遗迹没
有明显暴露出来。很多年前，脚下的这片
土地也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曾经是热
闹的居住场所，数百年间，沧海桑田。遥
想当年的繁荣景象，忍不住让人感慨万
千，眼前这些砖瓦碎片，曾是谁家屋顶的
瓦，又是谁家墙头的砖？

文登营文史馆陈列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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