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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前言

司官庄设于何时，无真凭实据可考。按县志记载，明景泰甚至正统以前已有人从本庄出贡推断，至少
明初已有先辈居此。丁涛在《日照文史》第七辑《海曲村落名称渊源与建村因由浅识》中说，据部分
姓氏谱牒记载，明初徙日照者，多来自江苏东海(明时为海州)等地，其次是山西洪洞县，也有少数来
自河北枣强县。    丁涛介绍，原日照县冠以姓氏的官庄三十九个，未冠姓氏的官庄三个，共四十二个
，分布于河山、丝山、涛雒、碑廓、巨峰、竖．旗、南湖等十七处乡镇。以河山乡为最多，计有官庄
十个。    官庄，是一种官方经营的村屯。官庄耕地属官方所有，是皇廷或官府圈占田地、召民开垦、
差人管辖的农村行政机构。官庄地名始于宋，据《宋史》载：“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
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司官庄也应该是朝廷组织移民开垦耕种形成的。    这里提出一个猜想：司
官庄明初随海防重镇安东卫设立而设立。理由是：军队需要供给，朝廷就近设官庄以取所需。依据是
：明洪武十七年(1384)，信国公汤和奉命于沿海筑城防倭寇，设立安-东卫，辖左、右、中、前、后五
所，二十八台(燃火台)，h#k店，十七铺，在诸城、日照两县设屯田村落十九屯，其城池、民社、学校
、钱粮与州县同。没有实据，只是猜想。    据族谱，一世祖邦教：岁贡生，万历间任江都县丞，世居
司官庄，合葬于大司官庄西南角正南向，子春、夏、秋、冬、岁、恭、宽。    2010年3月，燕仁购得《
万历江都县志》复印本一册，职官表县丞栏有记：司邦教，日照人，恩贡，万历十一年(1583)任。    
明朝县一级官员，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六人。县丞和县令，是副县长和县长的
关系，其职责是与主簿分掌一县粮马、税征、户籍、巡捕诸务，共佐知县，正八品。通判、同知、州
同、县丞、主簿等统称佐贰官，其品级比主官略低，但并非纯粹属员性质，其下尚有司狱、巡检、吏
目等属员。    根据该县志记载，万历十二年江都县丞另有一人，可以判断，邦教祖任江都县丞时间在
一年左右，不足两年。    邦教祖出身，族谱记岁贡，《江都县志》记恩贡，燕仁2004．年夏购得康熙
十一年版《日照县志》也是记岁贡。岁贡和恩贡，在选贡H,-jj-点上还是有差别的，但都为正途资格出
身，监期满者考职以定选授。参见拙著《学宫时代》，此不赘述。    贡生由本县遴选，《日照县志》
为准，邦教祖应是岁贡，《万历江都县志》恩贡有误。    康熙十一年版《日照县志·岁贡》记载，万
历岁贡司邦教之前，还有司姓人司信是正统岁贡，司德润是正德岁贡。司信任房山县教谕，县志未注
是哪里人；司德润任王府奉祀，县志注明是司官庄人。据此断定，先有司官庄，后有司邦教。族谱言
邦教祖“世居司官庄”，也说明邦教祖之前，已早有先祖在司官庄生活。尊邦教为一世祖，应是一修
族谱时，据可考资料商定，而不是说邦教祖就是司官庄开基之祖。“立家谱的过程中又常见认古名人
为远祖的习俗。”(《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版，第223页)    《礼记》、《尚书》等经典记
载：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吾祖可谓姓名相符，善哉善哉。    据族谱：本支二世秋，三世必遴
，四世植，五世永新，六世禄，七世继宰(字吏衡，娶韩氏继牟氏)，八世光远、光瑶、光梅，之后人
丁兴旺。    本房八世祖光瑶：字联琨，恩荣寿官，娶魏氏，继胡氏。子三：建邦、建安、建松。    “
恩荣”指皇恩浩荡，朝廷赐予。“寿官”为明清两代的一种闲职官员，在官员品阶中多为八品，没有
具体的职事，类似现在的荣誉称号。当时，一些百姓一生从善，广施功德，为乡里称颂，年老后，地
方奏报朝廷，皇帝就恩准下旨，钦赐寿官，颁发冠带，予以褒奖。“寿官”一是要长寿，超过九十岁
，五世同堂；二是经由地方推举产生，深受乡亲们爱戴。据雍正朝的一道上谕，每县每年可举荐一个
老农“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    司官庄何时形成东头子牟家、南头子司家的乡村绅士格局
，时间尚不能确定。南头子前门、后门，本房各家相连的那一大片宅第、家族学校、菜园、场院，应
都是光瑶祖置下的家业。九世祖建松的国子监太学生出身，孔府金丝堂启事职衔，应是光瑶祖捐来的
。建松二哥讳建安，孔府诗礼堂启事，子三：均、埠、玺，其中司埠又是太学生。及至19世纪末20世
纪前半叶，尽管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本房元字辈以上子弟还都上过学，甚至女辈也有识文断字者。这
说明，本房基本为典型的耕读人家。    燕仁谨识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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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内容概要

《司家门里:穿越百年时空》系采用司马氏纪传体设计写作的一部家族传记。书中主要依据族谱及口碑
资料，加以方志、文史资料和一些研究成果。中国式大家庭，聚族而居，同一祖父之孙辈，男女分别
排行，一般选同一偏旁雅字取名。各家各支，井然有序，依次类推，百代不紊。为阅读方便起见，书
中涉及之人物，不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叙述人除第一次称呼时表明亲属关系外，其余一般都直呼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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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作者简介

司雁人，原名司燕仁，1958年7月生于山东日照，自幼在黑龙江长大，现任广东河源日报社副社长、副
总编辑，主要学术著作有《公廉定律》、《学宫时代》。《阳明境界》《八百年苏家围》（合著）等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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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书籍目录

凡例 序一 序二 行状 监生一去大厦倾——建松公行状 姊妹情深“六善人”——曛公行状 一等人才颜回
命——墀公行状 老汉本自学门出——元镩行状 浪子无舵走江湖——元镖行状 长白山下耕作忙——元
铸行状 相夫教子孝敬老——元兰行状 身世浮沉苏鲁间——元镇行状 识字班里走出政治教员——元铃
行状 小小团委书记——元镯行状 自述 从绣针河到黑龙江——瑞吉自述 现代账房大先生——琳吉自述 
一个生产队长的直白——璋吉自述 流落淮河边——亮吉自述 海兰江畔我成长——信吉自述 微山湖西
沐沛泽——滨吉自述 从黑土地到万绿湖——燕仁自述 叹一声北大荒——燕礼自述 珠海的海——燕海
自述 从松花江到万泉河——司奇自述 北方田野南方海——燕凤自述 伊甸园之旅——燕霞自述 妇女主
任的简短话语——彦华自述 东江浪花珠江水——雨萌自述 游戏已经开场——敏行自述 姻亲 岚山秀才
苏育琅 司官庄儒生牟家腺 丁家庄“竹荫堂”丁惟嵘 田家寨名医牟家痹 岚山甜水河赵好田 赣榆石桥新
宅子李为求 大朱槽前大门牟家 碑廓名师丁汝芬 碑廓“兴顺福”掌柜牟家兢 近门 元骥支 元翰支 元锟
支 元镐支 元锦支 元镜支 元镛（荣）支 元钰支 附录 日照司氏十八支分布 《盐城司氏宗谱》附录二篇 
后记一·论绅士 后记二·论本族 后记三·论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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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手足之情 每当看到白杨树下的红砖房，总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们一家，长时间
就是在这样军营似的环境里生活、成长。 从小跟姐姐一块儿上学十年，互相照顾还是有些的。从上分
场到总场毕业，都是我用那比较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带着她。刚开始够不着座骑大梁，平衡能力也不
好，几次冲到沟里去。到总场上学，她从自己嘴里省下半个馒头给我，还帮我洗衣服。以后从鹤岗来
回，下车有时先上她家吃饭，回的时候也住过她家。有一年冬天，下车上她家吃饭，姐姐切了一盘煮
猪肝，浇了点酱油上去，蒸热。不知是饿了，还是那时的猪肝和酱油质量确实好，那盘猪肝基本都被
我吃掉了，现在还记得那个好吃的味道。 燕霞生下来后，妈妈经常到家属排劳动，我干活或玩的时候
，都是背着她。有一次玩的时候，马德林背着他妹妹马德香，我和德林不知为什么玩着玩着干起来了
。把两个小孩放在一边，两个人撕巴。两个小孩哇哇哭，也就没打起来。 1976年春天，带着燕霞和燕
礼跟爸爸回日照，给三叔带了一壶豆油，给爷爷带了几瓶北大荒粮食酒，一路背着。二九〇到鹤岗，
鹤岗到佳木斯，佳木斯到天津，天津到济南，济南到胶县，一路基本没座，都是站着。那时燕霞还没
有上学，几天几夜记不得了，晚上基本上就坐在过道上，让她躺在我腿上睡。路上主要吃妈妈烙的发
面大饼，列车员推着车子卖面条，好像五角钱一盘，买了一盘，几个人轮着吃，味道很好。从胶县只
有车到汾水，到汾水已是傍晚，十几里路，我们爷四个就往碑廓走。路上碰上大卡车，我就上前拦，
说我们是黑龙江回老家探亲的，希望能带我们一段。那人尽管态度不是很情愿，但还是让我们上车了
。爸爸叫我和燕霞坐到驾驶室，还拿烟叫我给那司机抽，人家不抽，说以为我们是从新疆来的，不然
就不会拉我们。天黑终于到了大司官庄。那次还去了二叔在青岛部队的家里，二叔带着到中山公园，
留下了很珍贵的照片。走时二叔送给燕礼一顶军帽，回来戴了很长时间，样子很神气。 农场那时候，
我觉得上趟总场就是见世面了，所以燕霞上学头两年，我会找机会带她去总场商店逛一下，到俱乐部
看场电影。十三连不是所有人都去总场俱乐部看过电影，应该说大部分人没去过，那里一次可以见到
上千人，是二九。最大的阵势。 燕礼1977年秋天分配工作去五十二连，那天下着小雨，看着他还是个
不懂事的玩孩子，我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宿舍止不住地呜呜哭。那时我在十三连机务上干活，中午下
班赶紧骑自行车上分场看他们走没走。看见他和张建美的弟弟，还有十六连高大肚子的弟弟，十八连
的小眯眯眼，还在分场汽车队水房那儿等车。他们下午很晚才走，我去看了好几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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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后记

作为长房长孙，我关心这个家族的所有人。我关注这个家族的起点，因为起点的惯性具有久远的影响
。我追寻这个家族的起点，因为这个家族的发展注定没有终点。    2011年5月，我在大司官庄拜访本家
十一世司元秀。八十四岁的农村妇女，白发一丝不乱，蓝衫青裤布鞋，一尘不染，面目清爽，似四五
十岁。关键是神态安详，一双喜眼笑起来天真得让人震撼。走路不摇不颤，不驼背不躬腰，纤巧若云
。活到八十多岁，经历了一辈子的苦难生活，竟然还能保持如此的高贵和优雅。听说她大姐也是这样
，我惊诧于过去大户人家的女儿，究竟怎样形成了这般的传承。    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诗书继世，
忠孝传家，道德文章。    1947年后，族人三条路：留守本村、亡命台湾以及流浪东北。交游似稀，灵
活性也差。出身成分问题形成了后来的一种族群气质：低调沉默，谨言慎行，忧虑多疑，胆小怕事。
虽然个人还是有个人的特点，但总的群体特征是谨慎、清介，或说做事谨慎小心、做人清介自持。    
凡事都有两面性，当谨慎时谨慎，该担当处担当；当清介时清介，该交际处交际。俯仰自如，屈伸有
度。既怕自己麻烦别人，也怕别人麻烦自己，是没有什么大担当的。既爱生外面人的气，也爱生自己
家里人的气，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工作中既怕自己得罪别人，又怕别人打击自己，是负不起什么大
责任的。经常笑话别人，又最怕别人笑话，肯定是笑不到最后的。    古人云：立德、立言、立功为“
三不朽”。虽不能至，应心向往之。    立德：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勿急言遽色。“度己如绳，
而不论人过，遇有议人过者不语其人，亦废然而止。”“不面誉人长。不背毁人短。”不说过头话，
不做过分事。    立言：读书乃至紧要，学业为登云梯。或穷或富，莫使子孙废读；或工(工作)或农，
后代学业为第一要务。邑人丁麟年谓“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时光闲暇，琴棋书画。    立
功：文章政事交相辉映。执著理想，坚韧追求。工作为重，无结宿怨。    司雁人    2011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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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编辑推荐

《司家门里:穿越百年时空》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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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门里》

精彩短评

1、真实生动，质朴无华。既了解大的时代背景，又熟悉人物内心情感，从一个个小故事中随着笔者
在回顾与反思。
2、一个个平凡的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倒能体现岁月流转，时代
变迁。  作者深入考证，带着“我从哪里来？”的疑问，花费心血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从北到南，从
乡村绅士到保家为国的志愿军战士，再到恢复高考的第一代大学生以及后来的时尚女孩。由小我到整
个家族再到大社会，虽是一母同胞每个人生活的背景不同，各自对生活的感悟差别很大。历史就是由
无数个这样的小人物、小事件构成。作者对家族，对后人，对历史的贡献不可估量！  祝新书大卖！
3、作者在后记三里面写道：一国之历史，必在一家之历史中反映；一家之历史，必部分反映一国之
历史。我对这本书的《自述》部分最感兴趣，在对时代大背景有详细交待的框架下，作者的父亲叔父
、兄弟姐妹、两个女儿自述他们的生活和经历。透过这些，我试图找到自己家族中每个人的坐标，也
“被逼”换了个位置，重新认识他们、理解他们，进而希望能走进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适
合兄弟姐妹间分享，它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亲情观。它就像一根线，将亲情牢牢地串起。另外
，本书语言平实，读来亲切，自述部分的每个人好像都是站在你对面，跟你唠嗑说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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