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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是时代的速度。它快捷的脚
步，将岁月抛在了身后。
乘坐4号线抵达大埠东站，崭新的

站台里，承重柱被改造成了流动播放
屏，大埠东周边的商户、医院等，一帧一
帧地展现在乘客的视野里。闪烁的光
线，透着新线路独有的明亮。深邃的轨
道，让站台不自觉地涌动起来，直到步
入扶梯，迎接站外的春光，才觉得与外
部世界联通，喧嚣，随之而来。
出了地铁站，探访大埠东小区和东

盛花园，因时值上午，来往的居民不多，
因而两座小区都显得宁静平和。大埠东
小区改造公示牌前，两位居民正在探讨
自家门口的改造方案，期待家园焕然一
新。
在大埠东社区，半岛全媒体记者见

到了负责宣传工作的辛克阳先生，他提
供了《大埠东村志》，并称村志完成于

2011年，是社区有威望的居民一起合作
完成的，记载了大埠东村人的来源、传
承，以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大建筑
上浮山采运石料的全过程。
大埠东是怎么得名的？大埠东村地

处东西两岭之间，东面有东岭，西面有
西埠子，大埠以东建立了村庄，故名大
埠东村。在大埠东村，大多数的村民姓
辛，另外还有王、曲、孙、张、李、杨等姓
氏，其中辛姓约占六成。
追根溯源，一切从辛氏始祖说起。
1404年，辛氏兄弟景直、景初、景

元，迁到了大埠东。他们来自哪里？
继续向前追溯。根据辛氏后人收集

的资料显示，辛姓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夏
朝，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封
国有辛者，遂以国为姓，辛氏者夏王之
苗裔也。”辛国地在今甘肃陇西古雍州，
泛指陇山以西地区，治所在狄道，即今

甘肃临洮南。陇西之辛姓是当时的大
姓，辛氏当年多在军旅，陇西有一门三
代十将军的门第。历史上辛姓人在陕西
至甘肃临洮、雁门关等地形成望族，并
出现了太史公辛甲，秦朝将军辛腾，西
汉右将军辛庆忌，隋学者辛彦之，宋代
诗人辛弃疾，明代御史辛浩、清代侍郎
辛从益等著名人物。
青岛的辛氏是否与当年的移民大

军，一起来自云南呢？辛氏先贤曾先后6
次修《辛氏族谱》，十一世吉龄祖于1716
年在第一次修谱的序言中提到了来源：
“虽传吾族来自肥城，而世远年湮，固属
难考，至闻与大西头同族，而世次已尚
未详”。浮山上，还保留着三祖墓，墓志
铭镌文称：“我辛氏三祖迁自云南费县
乌沙威，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迁来浮
山大埠东”。与族谱中的“肥城”说法不
一。

祭祖，是探索姓氏来源的一大途
径。
在大埠东村辛氏族人未建家庙前，

据传每年过年，辛氏族人要抬着贡品，
步行百里去平度大西头祭祖。初时，族
人看到祖茔里没有象征着长青不老的
柏树，于是再去祭祖时，都要扛着柏树
苗到祖茔栽植。代代相传，后来祖茔中
的柏树粗壮成林，至今还有“东南山的
人扛着树苗祭祖”的传说。这一传统持
续到大埠东辛氏自立家庙后，祭祖就选
择在家庙，也就不外出祭祖了。
明清两代及陆续从大埠东村迁徙

到外边立户立村的山东头村、辛家庄、
湛山等村的辛氏族人，初时都在过年时
到大埠东辛氏家庙祭祖。
由此可见，平度大西头与大埠东的

辛氏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族谱中，辛吉龄也提到了平度大

西头，辛兆泉等人从这一线索中找到了
蛛丝马迹，“口传史上平度大西头曾居
住着九家辛姓，或叔伯，或兄弟，时称
‘九门第’，后又分迁各处。胶东辛氏普
遍认为祖上出来时曾立足平度大西头，
大西头在平度南村之西，今仍有辛姓分
布于周边居住，皆为我辛氏同族，但年

代久远，世次已无从辨识”。因此，他们
推断，平度大西头也是三始祖迁徙过程
中曾立足之地。
平度大西头大坝村村后西北老茔

始祖墓前有一石碑，碑上镌刻的是乾隆
三十五年族人辛家行撰文：“吾尝博览
载籍，夏王封国有曰辛国，后因以为姓，
今陕西陇西县三其地也，据此辛姓其夏
王之苗裔乎。自晋宋南渡小民分居南
北，辛姓遂蔓延中华矣。至前明永乐年
间，奉职起山东平度南乡墨邑西北乡之
大西头，大西头今南村集之极西头也。
来时兄弟就任，分为九门，或同胞或叔
伯，俱未得知……或曰自河南陈留县或
曰小云南，又曰淮河东崖辛家庄，其详
不可得闻矣”。被认为是最权威的文字
记载之一。
时光推进到1404年，辛家三兄弟携

家带口一身疲惫地来到大埠东，但见浮
山云雾缭绕，大埠子以东紫气环生，地
势平坦，可谓一片风水宝地，三人当即
决定在此定居生活，开启了在青岛的基
业，他们开垦农业，世代繁衍。那些年
间，生产力不发达，几亩薄田是百姓赖
以生存的根本。几经繁衍，随着辛氏人
丁渐旺，这片土地已不足以养活越来越

多的辛家人，或许遇到了不好的年景，
总之，跟随始祖的脚步，后人也开始迁
移。
四世万祖迁往山东头落户，至八世

林业、枝业、丛业祖迁居后窑落户（即大
尧村），七世祖九经与八世祖荣业祖迁
来辛家庄定居，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
（约在1552年到1582年），初称前窑，后
以姓氏具名辛家庄，九经祖与荣业祖以
村中为界落户，分立东西二宗，繁衍至
今。山东头村之十世祖永第被湛山村孙
姓招赘为婿，迁往湛山村，因此山东头、
辛家庄、大窑、站山村之辛姓皆迁自浮
山后之大埠东村，同为辛氏一族。
其他的姓氏进入大埠东村的时间

较晚，如王姓于1926年迁入，李姓于
1937年迁入，曲姓于1945年迁入等。
人丁兴旺，给予村民们信仰的力

量。明朝中期，大埠东先民们举全村之
力，在村东建庙宇，名曰“慈云庵”。慈云
庵的规模虽然比浮山的荒草庵、错埠岭
的于姑庵、四方的海云庵小，更不能与
海防重镇浮山所内官府建的庙宇相比，
但能在村庄中建一座相当规模的庵，也
足见大埠东村在财力、物力、人力上都
具有一定的水平。

□文/图 半岛都市报首席记者
张文艳（署名除外）

继续沿地铁4号线前行，这
一站：大埠东站。
车辆来往频繁，正在修建中

的辽阳西路下，是呼啸而过的地
铁。加上大桥的修建，辽阳西路形
成了上、中、下立体交通格局。浮
山脚下，大埠东社区，在城市的发
展中，屡屡更新，已由村庄变成了
东盛华园、大埠东等现代化小区。
翻看《大埠东村志》，寻访大埠东
旧址，探索藏在家谱中的先民故
事，以及能工巧匠的动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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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埠东地铁站 大埠东小区改造公示。

辛氏始祖三墓（摘自《大埠东村志》） 大埠东小学首届毕业生合影。（摘自《大埠东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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