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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从纤细幼苗长到拔地参天、枝
繁叶茂，离不开根。

你的家族，往上数三代，可能就是农
民。你知道你爷爷的名字，但你知道你爷
爷的爷爷的名字吗？

你的老家村头，村碑阴面的刻文中，经
常会看到“山西洪洞”“云南小云南”字样，
那是祖上迁徙而来的出发地……

说起乡村文化，沙向阳有聊不完的话
题，说不完的故事。在他看来，乡村史是中
华文明的载体，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
史的主体，乡土文化的根在民间。

这位农民身份的民间采风人，用脚说
话，一双布鞋、一辆单车，十余年间行程数
万公里，足迹踏遍蓬莱全部12个乡镇、街
道的584个村庄。

他植根乡土、孜孜矻矻，至今已主编并
出版了100余万字的村史、村志、家谱、百
家姓等著作，发表近百万字的乡村史话，向
烟台市蓬莱区图书馆捐赠900余卷村史、
家谱资料。

他是乡土文化的挖掘者、守护者、传承
者，他以一己之力书写蓬莱乡村史。他留
住的地方文化之根，引起各界人士关注，长
出了一个个村史馆、红色文化特色村，长出
了乡村旅游打卡地、文化研学基地，还助力
了皇皇大观的蓬莱古城复建……

二

在蓬莱这座汉武帝命名的千年古城，
历史文化研究者甚众。沙向阳，是别人眼
中特立独行的一位。

记者闻名采访，见其浓眉大眼，容貌魁
伟，话未出口已是坦诚明朗的笑容。握着
他有力的手，让人想到这位老者年轻时必
是一位气宇不凡、胸有志向的汉子。

沙向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方
向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不是世人
皆知的历史名人，而是散落的、普普通通的
村庄历史、百姓家谱、百家姓氏、乡村民俗。

那些星罗棋布、或远或近的大小村庄，
那些终日劳作、籍籍无名的乡野百姓啊，你
们在英雄辈出的历史风云中不必自卑，不
必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你们都是沙向阳书
写乡村史的主角。

沙向阳喜欢讲述村庄、百姓的历史过
往、世事变迁，他描述起那些乡村、家族、姓
氏穿越历史烟霭一路走来的印迹时，兴致
勃勃、滔滔不绝，眼眸里似有光芒闪烁，感
染着每一个听者。

这是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怀，源自他
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
的蓬莱人，这里的山川大地、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总是令人痴迷。

在约访地蓬莱区图书馆，有经蓬莱区
文旅局全力支持、专门为沙向阳设立的“蓬
莱村史家谱研究室”“蓬莱家谱收藏馆”，里
面密密麻麻摆放着他所捐赠的700余卷家
谱、200卷村史资料。资料室一角，是他窄
小的办公桌。他是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家谱文化代
表性传承人、山东家谱学会副会长，书架上
有他已编纂完成的诸多村庄的村志、家谱，
有他主笔为蓬莱区政协文史委编写的《蓬
莱百家姓》等书籍，还有他在各类报刊发表
的乡村史作品原件。

在办公桌的正对面，挂着一张沙向阳
手绘的大幅戚继光宗谱图。民族英雄戚继
光是所有蓬莱人的骄傲，定睛细看：戚氏家
族从一世戚详到七世戚继光，二十代根脉
繁衍，枝叶传承有序，然而从十三世至十五
世却明显是个空白。

面对记者探询的目光，沙向阳解释，他
也会盯着这段空白看，提醒自己不要放弃，
要以“大海捞针”的勇气和韧性，争取早日
填上这个空白。

对于这样一位以一己之力书写乡村史
的老者，记者内心无疑是充满敬意的。对
于他的履历，尤其对他耗时十余年，深入
584个村庄采风的故事，更是充满好奇。

三

沙向阳1949年出生于蓬莱的费（县）
中村，他从小便展现出绘画方面的天赋，文
化课成绩也名列前茅，他的理想是攻读艺
术系或历史系。

然而，特殊年代作为知青下乡后，他的
学业中断了，他的人生随着时代潮流起起
伏伏，务过农、干过村支书；进过厂、干过企
业管理。风雨坎坷中，不变的是他的进取
之心和不轻言放弃的性格。

说起沙氏家族，他说自己的祖先在明
末由湖北襄阳来到胶东地区为官，至今已
历十九世。五世祖沙澄，是清顺治、康熙两
朝礼部尚书，“少有异征，攻读成功”（清代
《山东通志》），一生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在
史书上留有佳话。

沙向阳以先祖沙澄为楷模，他一直没有
放弃对历史文化和绘画艺术的热爱，以农民
身份先后自费参加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史专业
函授学习、山东齐鲁画院的绘画专业学习。

21世纪初，沙向阳加入了蓬莱的历史
文化研究会，负责为会刊设计绘制美术插
图。他如鱼得水却并未满足于此，因为他
心中埋藏着一个“雄伟的抱负”——深入乡
村采风，获取第一手村史资料，为蓬莱584
个村庄写一部乡村史长卷！

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协和历史文
化研究会领导的支持。2007年5月12日
起，沙向阳背着书包，骑上自行车，奔向了
乡村的广袤原野，奔向那一个个大大小小
的村庄，奔向他憧憬已久的心爱之地。

他感到自身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激情和
力量，乡村的召唤是那样强烈，深深地吸引
着他。

沙向阳按照酝酿已久的计划，以乡镇为
单位，根据每一个村庄的具体情况，制订现
场调研采风方案。他首站潮水镇，一个村一
个村地走访，到村里后，先邀请村里老干部、
老党员、老教师，以及德高望重的群众代表
座谈，详细了解村庄的历史渊源、姓氏由来、
人物典故、地理物产、风土人情……他访谈、
记录、绘图、照相，对于得到的信息和材料
秉承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到现场去实地
查看。每一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存，他都
用不同方式，记录在案。

从夏到秋，从冬到春，冒着炎日苦雨、
风刀霜剑，沙向阳骑行往返于一个个村
镇。崎岖而漫长的乡村土路上，他孤身一
人，一身汗、一身土，一天下来，常常疲惫不
堪，晚上则坚持系统整理、研究白天获取的
材料，一日不辍。

在村里实地考察，他多少次爬山越岭
去找寻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一脚踩空滚下

山坡、被蜂子蜇蚊虫咬、被荆棘划伤、被滂
沱大雨浇透都是常事。

在乡村采风过程中，吃饭似乎也被忽
略了。到山上考察，一去就是五六个小时，
下山后他就泡碗方便面充饥。迎来日出，
送走晚霞，坎坷挫折不曾令他有丝毫退缩，
他说服家人，十余年如一日，搜集考证史
料、了解风土人情和古事旧闻，将自己的身
心完全沉浸到“乡村史记”的准备之中。

四

沙向阳的付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
了留住这方水土的文化之根，是在为乡村
振兴铸魂。蓬莱乡镇、村庄的干部群众，都
看在眼里，他们被深深打动了，毫无保留地
给予这位民间采风人以无私帮助。

后来，有的乡镇派车接送，有的乡镇专
门部署各村提前准备材料和预约被采访对
象，有的乡镇机关干部主动开车或骑摩托
车，载着他到村里去。每到一村，乡亲们都
争相拉着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007年秋的一天，沙向阳在南王街道平
山刘家的姜鸿祺老人家走访时，不觉已到中
午。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担心自己做的“烂面
条”拿不出手，特意为他煮了一碗加两个荷包
蛋的“高级方便面”。怕他吃不饱，老太太又
拿出自己不舍得吃、放得已经干瘪的蛋糕，姜
大爷则打开了一瓶珍藏已久的啤酒……看着
老人家破旧的苇席、土砌的锅台，沙向阳鼻
子一酸，他眼含泪花，大口大口吃光了那碗
喷香的面条，还喝了一杯特殊味道的啤酒。
临走，他悄悄留下20元钱。

2008年的一个冬日，沙向阳到新港街
道赵格庄村去调研时，忙到午后一点，才发
觉肚子咕咕叫，他到村西的“怡园饭店”去
吃口饭。店主王明响夫妇看他冻得瑟瑟发
抖，特意给他煮了一大碗热乎乎的海蛎子
面，坚决不收钱，说：“大冷的天，您为咱蓬
莱人跑这事，太辛苦了！”一句朴实的掏心
话，令沙向阳身心暖融融的，所有的疲顿，
似乎顷刻烟消云散。

……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沙向阳说他

永远忘不了采风路上那些暖心的经历，忘
不了那些淳朴大义的乡亲。说起这些往
事，他的眼睛湿润了。

他的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他的身
心融入到村庄百姓之中，他也收获了来自
乡村厚土和村民百姓的真情回报。

五

十余年辛苦不寻常。沙向阳的民间
采风，每一份资料、每一段考证，都来之不
易，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重要村镇、
重要史料，他反复走访，通过现场考古和
历史资料互相佐证，并采取多方寻访传承
人等形式，力图让乡村史素材最接近那个

“历史的真实”。
记者了解到，沙向阳获取了大量的第

一手珍贵资料——
蓬莱584个村庄的历史变迁、轶闻掌

故资料，家族迁徙、姓氏家谱资料，他整理
了350多本。

他调查记录并拍摄的图文资料，包括
民间古宅和祠堂70多座、古井40多眼、古
桥15座、古墓16处、古城和围城38座、古
石碑54座、烈士碑12座、古迹文物30余

宗、古树174棵，翻拍老照片1000多张。
他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编制了蓬莱村

庄历史变迁一览表，蓬莱家族姓氏迁徙分布
表，现有395个姓氏统计表，稀少姓氏来龙
去脉一览表，寻根问祖记录表，革命战争年
代历史及人物事迹资料……部分内容,已载
入他参与编修的2015版《蓬莱市志》。

在沙向阳的乡村史中，他逐一为每一
村撰写村庄历史掌故，内容包括村庄位置、
历史成因、人物典故、姓氏由来、风土人
情。目前，他已完成521个村庄的村史研究
整理，尚有63个村庄的资料正在整理中。

2021年5月，他将自己收藏的700多
卷家谱、200多卷村史资料，全部捐赠给蓬
莱区图书馆。他以家谱馆作为蓬莱村史家
谱的研学基地，接待全国各地宗亲游子寻
根问祖。他还踏遍古登州辖域十余个县市
区，无偿为四海游子追根溯源。

2024年10月，沙向阳受蓬莱区政协
文史委委托而主编的《蓬莱百家姓》出版，
20余万字内容，是他数十年来整理的第一
手百家姓资料的结晶，从中可见蓬莱姓氏
家族的沧桑世事、跌宕命运，是蓬莱人民生
生不息强大生命力的见证。

六

留住记忆，记住乡愁。沙向阳是内心
有着笃定信念的人。在他心目中，研究村
史、家谱、姓氏文化，就是坚守和传承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历史自
信，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正确方向。

他认为村史、家谱和姓氏资料，是中华
民族最基础、最原始的历史素材，是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的基石，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
对祖先的尊崇祭拜，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经过十余年的采风与创作，沙向阳对
古城蓬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更深
了。他说，蓬莱历史上那些名门望族，诸如
民族英雄戚继光家族、“登州三贤”之一的
李师中家族、明代龙虎大将军卫青家族，乃
至杨朔、杨振声、葛庭燧等现当代名人，都
有家国担当，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激励
着后人。而历史长河中那些普通人，同样
可歌可泣，他们传承优秀家族文化，以勤劳
淳朴善良的品格，汇涓涓细流成汪洋河海，
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沙向阳的这些感怀，都化作他编写乡
村史的动力。已经75岁的他深感精力不
济，正焚膏继晷编纂《蓬莱家谱考略》，这是
他多年家谱研究的结晶；正只争朝夕，整理
余下63个村庄的村史，力求尽早完成他的
蓬莱乡村史长卷。

记者从多个途径了解到，沙向阳“一个
人的乡村史”早已从纸张中“破茧成蝶”，引
起蓬莱区主要领导和各界人士关注，在蓬
莱乡村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发
挥出积极作用——

紫荆山社区、榛子沟村等许多村庄，全
部或部分利用沙向阳提供的资料，建起村
史馆、红色文化特色村；

村里集镇、大柳行镇等乡镇的多个村
庄，参照沙向阳提供的史料，将其旧石器、
新石器遗址成为研学基地、网红打卡地；

在“邂逅唐宋、梦回登州”为主题的蓬
莱古城复建中，沙向阳的《蓬莱史话》手绘
图成为专题图鉴，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登
州古城的复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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