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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滂沱，我和妻子开车回家看岳
母。行至烟威公路我们村西500米处
的广河桥时，看到滚滚河水直奔大海，
触景生情，又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耐人
寻味的往事。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也是雨
季，一天上午，我们家突然来了一对拐
着一篓子花饽饽的中年夫妻，说是慕名
而来“答人情”的，还连声对我父母说：

“谢谢救命恩人，谢谢大叔大婶培养的
好儿子！”不速之客冷不丁的话语，把我
父母都弄蒙了。父亲问：“你是哪儿
的？走错门了吧？”来人说：“不会错的，
我们打听了好几个人。您是邹立超大
叔吧？邹本选老师是您儿子吧？”父亲
说：“对，怎么了？”“俺是金山上寨村
的。”妻子指着丈夫，抹着眼泪说，“前几
天他到金山港西沿儿赶海，回来时广河
发大水，他过河时叫水冲跑了，差点儿
送命，幸亏邹老师把他给救上来了。”

那次广河发大水，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可我父母越听越纳闷：他们儿
子到了水里像个秤砣，怎么会去救人
呢？再说，这两天也没听他说这事儿
啊。尽管来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父母
还是半信半疑。来人又接着说了“没有
什么好东西，蒸了几个饽饽给您，别嫌
弃”等客气话。

什么是“好东西”？在那个地瓜、玉
米为主粮的年代，能吃饱就不错了，平
时谁能看见个花饽饽？人们想起花饽
饽，都会馋得流口水。走亲戚、答人情，
花饽饽都是贵重礼品。父亲说：“就算
你说的是真的，也用不着这么破费。以
后咱是好朋友就行了。你们大老远来
了，俺也不能一点儿也不领你们的心
意，这样吧，俺留两个饽饽，其它的你们
都拿回去。”来人说什么也不肯：“大叔
大婶，俺是真心的。一条人命啊，您要
是不收下，俺就更不过意了，回家连觉
也睡不好。”就这样，硬是把一篓子花饽
饽全抓出来。“不能叫人家空着篓子回
去呀。”我母亲拿出一瓶酒、一包点心给
了他们。

那时候，我大哥就在我们村西头的
港崖完小担任代课老师。中午放学回
家后，父母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救人”的
事。大哥听后，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
是莫名其妙吃吃地偷笑。父亲一再追
问，我大哥才把五天前在广河桥处的惊
人一幕说了一遍。

那天下午，雨过天晴。傍晚放学
后，大哥和文登的曲来范老师等几个同
校好友结伴到烟威公路广河岸边。当
时没有高大的桥，只有石头平铺的低洼
桥，桥面有几处用石条搭起的通水孔。
大水来临，漫着石桥面上滚滚而过。那
天下午，金山上寨村的这位村民唐某，
到金山港西岸赶小海，傍晚返回时，被
大水堵在西岸。归心似箭的他就冒险
沿低洼桥蹚水向东。

正当两岸的人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湍急的河水时，突然发现一个身背渔
笼，肩扛渔叉的男人战战兢兢地自西向
东“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人们扯着嗓
子提醒他“小心点儿”，男子还是打了
个趔趄，瞬间被大水冲到桥下的深水
中。千钧一发之际，曲来范老师纵身一
跃跳入水中，向落水人游去。大哥也本
能地跟着往水里跑。当曲老师连推带
拉，好不容易把落水男子拖上浅滩，又
发现我大哥在水中挣扎，且时隐时现。
危急中，曲老师又一个猛子扎到深水，
把已经喝了几口水的大哥拉了上来。
上岸后，惊魂未定的曲老师埋怨我大
哥：“你不会揽水（游泳），跟着往水里
跑什么？”大哥说：“光急着救人，哪顾
得想这么多。”

父亲听后，深深地舒了口气说：“你
帮人、救人是对的，像条汉子。但不管
干什么，你得就着自己的能耐来。没有
金刚钻儿就别揽瓷器活。你到水里像
个秤砣，也跟着往水里跑，那不是帮倒
忙吗？要不是人家曲老师，还不知你怎
么样了。这样，吃了晌饭，你把这些大
饽饽都捎给人家曲老师。还有，哪天得
便儿，你再把曲老师请来家里吃顿饭，
我要当面谢谢这个大好人。”

下午，大哥把花饽饽全部捎给了曲
老师，并说明来历。曲老师听后“嘿嘿
嘿”笑了几声说：“那天的情景叫谁看见
也站不住呀。咱只不过是做了件该做
的事。”后来，曲老师又把花饽饽全部送
到了教师食堂。

第二天，林楚校长得知花饽饽的来
历后，告诉炊事员：留两个花饽饽给曲
老师带回家，其它的中午都熥熥。

午餐时，林校长让全体教师共同
分享了别有滋味的花饽饽，并号召全
体师生向曲来范老师学习。同时又告
诫大家，做任何事都要量力而行，不要
盲目蛮干。

说起牟氏庄园曾经的主人牟家，
大家都知道那是当时中国北方数得着
的大地主，在栖霞那更是跺跺脚，土地
都要颤三颤的主儿。

当时的牟家，在栖霞有一百五十
多个完整的佃户村，庄园周边几乎都
是佃户村。但凡事都有例外，距庄园
不到5公里的后夼村就不是牟家的佃
户村，且村里没有牟家一分地，也没有
一家租种牟家的地。你说有意思吧？

牟家并不是没觊觎过自己鼻子底
下的后夼村，只是牟家没有成功而
已。说起来，这里边的故事还真不少。

距离后夼村只有1.5公里的草夼
村是牟家的佃户村，光是山岚，牟家在
草夼村就有九百亩，全村人都种牟家
的地，给牟家管理山岚。牟家地主或
者大小管家，不管什么人进了草夼村，
骑骡子在疃里转来转去从不下牲口，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要知道，当年
乡间有规矩，骑马坐轿进了别人的村
子，都要下马落轿，步行进村，以示尊
敬。可草夼村的人敢怒不敢言，见了
牟家的人，还得点头哈腰，一口一个老
爷、先生地叫着，不敢怠慢。

牟家的人从草夼村回古镇都时，
必经后夼村。牟家的人骄横惯了，常
有走到后夼村不下骡子的少爷、管家
等。这惹怒了后夼村的后生们，说，哪
有这样轻视咱村的道理？这一天，牟
家的人又走到后夼村北耩。后夼村的
人见牟家的人骑了牲口过来，故意跑
到道中间，几个人围在一起走五子儿，
把个道儿堵得严严实实。眼见得牟家
人骑牲口过来，大家头不抬眼不睁，谁
也不理他。牟家的人见了，顿时明白
过来，赶紧从牲口背上跳下来，作揖打
招呼：“后夼的老少爷们正走棋呢？”走
五子的人这才“嗯”了一声，略一让路，
让他们一行通过。

牟家的人牵了牲口走出后夼村，
气得直跳脚，说：“早晚让后夼村姓了
牟，给咱牟家种地，当奴才！”牟家明
白，后夼村的人没有一人种牟家的地，
牟家在后夼村也没有一分地，后夼人
不欠他的，也不巴结他们这个大地
主。牟家决心扭转这个局面。

后夼村疃东头的河南崖叫千家
湾。当年这可是一片好地，土厚，临河
湾，种什么都丰收。其中几亩地原是
陈家村陈财主家的。

千家湾就在疃头，道又好，耕种方
便，可陈家人从陈家村过来，需要翻山
越岭，十分不便。有一天，柳家人对在
千家湾干活的伙计说：“陈家村距后夼
五里多地，没有一步好道，成天爬山越
岭，种点庄稼多不容易，出多少力。你
跟东家说说，快卖了吧！卖了你再也
不用过来干活了，免得遭这个罪。”

扛活的伙计回去后，真的回话给
了主人。陈财主叹了口气，说：“后夼
千家湾那块地我早想卖了，种点地来
回搬弄东西费多少劲，一步正儿八经
的道都没有。后夼柳家想要呢，只要
价钱合适就卖了。”

柳家听说陈家真的要卖地，特别
高兴，马上跑去陈家村找到陈财主，两

家很快达成协议，谈好了价钱，隔天就
立契交钱。

不知怎么的，古镇都牟家的当家
人牟二黑子知道了这件事，感觉这机
会是千载难逢，马上派儿子和管家去
陈家村找到陈财主，愿出三倍的价钱
买下千家湾。

按理说，一个拥有数万亩土地的
大地主，没必要花高价买千家湾这几
亩地。只是牟家野心大得很，早就恨
不得把这个自己鼻子底下的后夼村变
为自己的佃户村，让后夼人仰自己鼻
息生活。千家湾这片数亩的土地虽然
不大，却可以让牟家在后夼村有了立
足之地，徐图后事。因此，一听陈家要
卖在后夼村的地，牟二黑子哪肯放过
这个机会，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一
出口就给三倍的价钱。

陈财主见牟家给这么高的价钱，
就同意卖给牟家。

签约这天，柳家人自然无法给出
三倍的价钱，更明白牟家的居心。柳
家人一边质问陈财主“说好了的买卖，
怎么能说翻就翻”，一边又责问牟家，
为什么要搅黄两家的买卖。

陈家财主咧着嘴，尴尬地笑着：
“兄弟，对不住了！我也缺钱啊，要不
您再涨涨……”

牟家少爷不屑地说：“买和卖，
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哪有那么多
说道！”

柳家人鼻子一哼，冷笑道：“你有
钱是吧，行！你不仁，我们不义！你留
着吧，到秋让你一粒粮食收不家去！”

牟家管家撇撇嘴：“我们牟家财大
气粗，官府有人，到时候专门安排人在
地头看着，看谁敢动一粒粮食！”

柳家人继续冷笑：“你官府有人，
行，到时候把后夼的人都抓去吧！你
记着，地你可以买去，道是后夼的，不
能让你走！陈财主人缘好，他可以走，
你们走就不行，不信你就等着看。”

管家和少爷互相望了望，竟不敢当
场买地画押，跟陈财主商定改日再谈。

牟家少爷和管家回去向当家人
牟二黑子详细汇报。牟二黑子叹了
口气：“后夼村没有咱一分地，全疃没
有一个人种咱的地，人家都躲着咱、
恨着咱呢。人家不买咱的账，叫咱一
粒粮食收不家去，这种事后夼村能干
出来！到时候他们糟蹋咱的庄稼，你
捉住了又能怎么办？抓起来、关起
来？如果全疃的人都来毁坏咱的庄
稼，你还能把后夼村的人都抓去官府
关起来？千家湾这区区几亩地，又不
值得盖房子派佃户住下，怎么种，怎
么管？罢罢罢，算了吧，别为了那几
亩地和后夼村闹得翻江过海，不值
得。人家是地头蛇呀！咱还要走人
家村子的道呢。”

柳家人最终买下了千家湾的地。而
且从此，后夼村的人卖地，村子里的人总
会赶紧买下，多出钱也愿意，因为都防着
牟家呢。直到“土改”，牟家败亡，牟家始
终没有在后夼村买下一分地。

后夼村的人在牟家鼻子底下保住了
自己的耕地和利益，也算是一个奇迹。

后夼村和牟二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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