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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在蓬莱城东海滨的刘家旺村北，有
一座建于明代的百户所，当地人称“营
子里所城”。笔者在家乡好友的陪同
下，从蓬莱城驱车东行15公里开启了一
次访古之旅。

一
蓬莱北、东两面临海，海岸绵亘，自古

为扼守京畿的军事要地。沿海有四大海
口，《蓬莱县志》载：“蓬莱海口有四，一为
登州港、二为栾家口、三为刘家旺口、四为
平畅河口。常有帆船往来航行，与大连、
营口、安东通航。”古时，海口既是通商口
岸，更是海防要塞，特别是明代倭寇猖獗
时期。

明代，沿海防务实行卫所制，卫下设
千户所和百户所，百户所亦称寨。登州卫
在蓬莱沿海设置六寨，即登州港旁的田横
寨、刀鱼寨（水城），刘家旺口北部的刘家
旺寨，栾家口村北临海处的栾家口寨，平
畅河口西北的解宋营寨和西南的芦洋
寨。军民于寨内“议耕议守议战，海寇闻
风远遁，不敢侧目”。其中的刘家旺寨建
在马格庄镇（现新港街道）的营子里村。

营子里村位于蓬莱东北部的海边上，
雄踞胶东半岛最北端，紧扼渤海海峡入口
处，素有京津锁钥之称。村内现有居民
262户。

登州府史料记载，百户所建于明洪武
九年（1376年），当地习惯称其“营子里所
城”。寨城依地形而建，为平面呈正方形，
周围长一百八十丈，高二丈五尺，阔一丈
三尺。城东北和西北高处有两座烟墩，高
二丈一尺，遇到敌情以昼燧夜火作为报警
信号。

城内两侧设百户所指挥中心和兵营、
仓库、膳房等。城中大街纵贯南北，东西
对称，两面各建营房三排，100余间。城
门东侧建有火神庙，城西南建有山神庙。
整个城堡构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此外，为防倭寇入侵，明洪武年间，还
在百户所寨城西北部的赵格庄村北海滨
悬崖之上，修建一座备倭城堡，为不规则
四方形，南北长140米，东西宽106米。
当地人称之为“围里”“营子岬”，现列为烟
台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卫所制是明朝的一种海防军事组织

形式，其人员组成主要有指挥使、指挥同
知、指挥佥事、镇抚、千户、副千户、百户、
试百户、总旗、小旗、军士。卫的编制为
5600人，千户所1120人，百户所120人，
总旗50人，小旗10人，其中不包括军妻、
父母、舍人、军余等人员。

刘家旺寨隶属登州卫中右千户所管
辖，设百户3员，官阶正六品；下辖2总旗、
10小旗，分驻各地军事要冲。

按明军建制规定，小旗和军士均为终
身制军人，生活所需由官府供给，实行世
袭的父子相继制。明初时，刘家旺百户所
的服役者都来自南方各地，士官可携带家
眷，由官府发给路费，就地安置垦田和繁
衍生息。

百户所的军余是指在卫所军士（正

军）之外的男性家庭成员,包括余丁和舍
人。在明代的卫所制度中,军士如果去
世，余丁会按家庭长幼顺序补充到军队
中，类似于预备役。此外，将官的子弟称
为舍人，通常担任武职世袭者。舍人根据
所袭职务可分为：指挥舍人、千户舍人、百
户舍人、总甲（总旗应袭者）、小甲（小旗应
袭者）。舍人可以在卫校读书，赋税免除，
除了日常习武操练，还要完成武官交予的
当差任务。舍人袭职按长、次、庶子顺序
安排，不能袭职者正式入军后，则可能获
得小旗、总旗之职，甚至有试百户的任职
机会。

百户所下设里，每里120户，设里正1
人；每10户为一甲，设甲长一人。各里适
龄男子平时参加各业生产和操练军事,战
时由登州卫和中右千户所统一调动参战。

三
随着后来明代卫所制度的废止，清朝

顺治年间，百户所改为行政管理区建制。
其体制为州府辖县，县下设都，都下设甲，
一般以序数命名，分别为一都、二都……
以及×都一甲、×都二甲等。营子里百户
所便成为都所在地，统一管理当地户口、
治安、兵役登记、田塘山林、畜牧水产等，
每十年造册一次，上报州县。每年按时征
收赋税和钱粮，是都的主要任务。

据史料记载，当时营子里附近先后
建起许多村落，大都以姓氏为村庄命名,
而唯独营子里却不能以姓氏命名。因为
当时在百户所留驻的有马、朱、王、武、
孙、张六个姓氏，无论用哪个姓氏为村庄
命名均为不妥。在蓬莱民间，习惯称百
户所寨城为“营子里”，城西栾家口百户
所和城东刘家旺百户所皆如此称谓。据
考，营子里村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当年戍
守百户所寨城军户的后代，村民们便商
定，以当地人称百户所寨城的“营子里”
作为村名。

虽然营子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不
同地区，但都很快入乡随俗。凡生活习
惯、语言文化、岁时节令、农耕渔猎、衣食
住行等，都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
连一些民间娱乐，也与当地别无二致，如
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打锣鼓、吹大杆
号等。

营子里居民也和当地其他村一样，每
年都举行隆重的渔灯节。每年正月十三
至十四，渔民们都会按辈分列队，腰系红
布带，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盛装来到龙王
庙和海滩上举行祭祀活动。届时，渔船装
扮一新，桅杆上悬挂着大红灯笼,船头摆
着猪头、鱼虾、大饽饽、酒菜等供品，祭海
祭船。渔民们向龙王和海神娘娘虔诚地
进香、叩拜，祈盼一年出海平安和渔业丰
收。活动从早晨开始，一直喧闹到深夜，
场面热烈而隆重。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当年的营子里
所城已随着时光逐渐消失，如今只留下

“城下”“城门口”“西南官（关）烟台岗（烟
墩）”等地名。1987年村里建房，挖出了
当年的两尊铜炮，上铸有“洪武十三年莱
州卫监制”字样，现收藏于登州博物馆，成
为百户所寨城的历史见证，诉说营子里的
悠久历史。

我三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
严映梅，十一假期荣升婆婆了。

当其他同学在群内发了她
穿着胸前印有一对凤凰的大红
旗袍、喜笑颜开的照片时，我非
常高兴，先回复“恭喜恭喜”，再
道：“我如果没有记错，严映梅应
该是班上第一。”有同学立即回
应：“是的。她第一个结婚，第一
个生孩子，第一个当婆婆。”我
说：“这样看来，又有可能是第一
个当奶奶。人生第一，也是一种
幸福。”一问一答间，我的眼前浮
现出了当年严映梅在学校时的
形象：那个皮肤黝黑的她，留着
短发，看上去像个男孩子。

我接手严映梅所在的班级
后，上午和全体同学见了面，晚
上独自在办公室里，静静地翻看
每个学生的学籍档案。当我翻
到严映梅时，其“家长姓名”一
栏，填的是“严映琦”，这让我一
愣。我急切地接着看下去，在

“家庭成员”一栏，我看到“严映
琦，大哥”，后面还有“二哥”“三
哥”。这下，我明白了，严映梅父
母都不在了，她上面有三个哥
哥，“长兄如父”，大哥就是她的
家长了。

不久，就到了要放寒假的时
间。开过总结会，学生们带着一
份“征求学生家长意见表”，各自
回去过年了。开学后，我把大家
交上来的意见表汇总，仔细地一
一阅读。这些表，有的只填写了
三言两语，有的则是长篇大论，
严映梅交回的表上，落款处写的
是“家长严映琦”。字写得不太
好，一看便知严映琦文化水平有
限，可也能从中感知，他在填写
时，是用了心思的。在说了几句
感谢学校和老师培养的套话后，
严映琦很认真地说“希望给严映
梅提供多方面锻炼的机会”。正
是这句话，打动了我。这位挑起
了家长责任的大哥，多么了解自
己的妹妹啊，多么希望妹妹能够
活泼开朗些啊！

于是，我在一个周末，坐汽
车去了严映琦工作的炼油厂。
我想多了解些他家庭的情况，想
与他沟通一下，然后双向做好对
严映梅的教育。

那是我第一次与严映琦见
面。他告诉我，父母出事后，妹
妹还小，两个弟弟也才上初中。
为了家庭，他早早地进厂当了工
人，好在组织上关照，左邻右舍
也都很帮忙，弟弟妹妹不但没有

失学，而且生活得很好。只是为
了弟弟妹妹，他自己一直没有谈
对象。他说，只有弟弟妹妹好，
自己才能好。

严映琦告诉我，爸妈去世
后，严映梅的性格大变，不爱出
门，不爱说笑了。自己做饭给她
吃，每天送她上学，可始终无法
让她开心起来。他还告诉我，为
了省钱，妹妹常穿二哥三哥的衣
服，时间一长，她就喜欢上男孩
子的打扮了。

那次和严映琦谈话，我一直
没问他父母是如何过早地走的，
因为我不愿意让他回忆痛苦。
后来，有人告诉我，是车祸……
我对严映琦说，放心，我一定尽
到一个老师的责任，从在校学
习到毕业分配，我全程对严映
梅负责。

严映梅学习很努力，成绩不
错，严映琦就此专门向我表示过
感谢。我说，不是我的功劳，主
要是她自身努力，她知道如父的
大哥不容易，想给大哥争光。临
毕业前，我征求严映琦的意见，
询问他希望妹妹分配到哪里？
他说，完全尊重妹妹的意见。后
来，严映梅到了一个她非常理想
的单位，并且很快找到了心中的

“白马王子”。
工作后的第三年，严映梅结

婚了。她给我发了请柬，希望我
能参加她的婚礼。因为距离遥
远，工作又离不开，我遗憾没能
前往。但我看到了她后来寄的
婚礼上的照片，看到了她大哥严
映琦作为家长，在婚礼上致辞的
形象，也看到了大哥致辞时，站
在一旁作为新娘的严映梅那满
脸的泪水。

我想，那一刻，她心中除了
幸福，应该还有对如父大哥的满
心感激。而作为家长的大哥，像
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感到多
年对妹妹的付出，终于有了想要
的结果，自己也对天上的父母有
了交代。

想到这里，我拨通了严映梅
的手机，表示了祝福后，说道：

“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你大哥
做到了。”她说：“这么些年，在
我心中，大哥始终像父亲一样，
大哥的倾心付出，让我对亲情
有了深深的感悟。”我说：“方便
时，请代我向你大哥问好。”她
说：“一定转达您的问候，也深
深感谢张老师对我求学时期的
鼓励和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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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