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亭李氏源流考 

 

地方志相关记载： 

  东汉建光（121-125年）期间，始祖阡公随罗侯邓骘从河南新野县徏迁长沙

郡罗县（现湘阴、汨罗），罗侯邓骘落籍金鸡山，阡公落籍桥亭，故后人流传

了一句传说：邓落金鸡，李落桥亭。因此桥亭李氏在这里衍发，后裔人才辈

出。(注：桥亭在今天湘阴玉华乡胡鼻山西侧岭北一代） 桥亭李氏其先曰阡，

阡之裔曰廷铨，生申之，湘阴县族流传之远，无如桥亭李氏。宋明时着籍者曰

孝孙，宋进士；曰逊，明举人；曰仕荣，明岁贡，官鬱林州州判，曰蘭，明岁

贡，官凤翔县知县，曰晟，明岁贡，官淮安府通判，曰奎，明岁贡，官高安县

知县，而世次皆不能详。案旧志称，桥亭李氏与金鸡山邓氏、穆坉许氏、桃林

吴氏、乙山彭氏、长里戴氏为宋时邑中（“邑”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城

邦。）六钜族（钜族：豪门大族），今戴氏徵而长里之名亦无有能举之者（摘

自《光绪湘阴县图志》）。 

 

桥亭李氏相关考证： 

   湘阴县志载阡之裔曰廷铨，廷铨生申之，而其他县志上列出的宋明时着籍

者，世次皆不能详，过去修谱必为族内文魁。 

   李申之，南宋长沙湘阴人，宋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公元 1112年），曾任灌

阳县知县，（灌阳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辖县，位于广西

桂林东北部，北连全州，南接恭城，西靠兴安、灵川，东与湖南道县、江永接

壤）。任期未满辞官，转为承仕郎（宋始置,为文官第二十三阶,正八品,相当于

唐的征事郎），回到家乡，闭门读书，自号永退居士，郡守想聘任他，他也不

答应。 

  李光，始祖阡公，同邓、彭、许、戴四姓随邓侯由河南新野县迁湘，开基

于湘阴文家乡之高华岭下。至讳光，字绍祖，号东岩，宋嘉定 10年（1217）登

进士，官饶州佥判，迁居湘阴高明乡，今属汨罗。族人分布于高明、白水、三

神、文家诸乡及长沙、四川、江苏各地。至 1948年，已传 53代（存疑），约

4000余人。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建宗祠于高明乡黄冈田（摘自《湖南

氏族源流》）。 

李尚义（永良子），成化甲午科（1474 年）举人官南直隶巢县知县。李自

昭（尚义孙），明隆庆（1567-1572）中岁贡（摘自《光绪湘阴县图志》）。 

   已有的手抄本族谱，李光以上其他支系信息不多，从李光几乎单线上溯 6

代到李恪（推测时间为公元 1100年左右的时代，为宋徽宗时期）。李恪五子被

记录在谱，为恒班，恒乙，恒山，恒懿，恒聪，石桥小学的前称为五公祠，是

否此五公待考。 

故最初族谱主修一定是李光后人，否则李光一定能理出他上辈更多的支

系。那么李申支和李光作为家族中的进士，或许整理编订过后前后若干世次的

派语（从阡恪恒熙 廷之明光 季宗兰应 潮呑志和 永尚山自）而随元朝一代至

明初，到潮字派，潮义公元末上湖鼻山避乱（元末农民起义从泰定二年，即公

元 1325 年，从河南拉开序幕，波及到湖南应当在 1355年陈友谅起事不久， 直



到明朝 1368年建立），明初百废待举，经过战乱，土地无主，江西填两湖的洪

武落户，按照无主插标圈地，潮义公也在明初定鼎之后，赶回桥亭，仍守祖

业。社会的相对安定和明初湘北人多地少的情形下，后辈繁衍渐多，逐渐分居

周边各地，其中潮义公的孙辈志才公分居石塘屋，建石塘，起上下四进公堂，

修东南西北四门，内设四条直道，十二条横巷，通往三十四栋上下堂屋，村前

前种下一个枫树，名其“摇钱树”，修门首塘，称为“聚宝盆”。办普济学

校，收蒋，陈，李，谢，邹五姓子女，授业诗书礼乐，西有石头山为靠，东有

对门山为案，石塘村北筑堤基，文武坵上起宝塔，时谓：左边一包盐，右边一

包饭，三驾平头，五龙捧圣，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后来由石塘屋

发展到甘塘坡，荷塘冲，朱明塅，黄谷田，松山塘。志才公长兄志诚公后人永

良/尚义/自昭举人岁贡，文脉相承，族谱在永尚之辈前后录入颇详，对照黄谷

田祠堂建立时间为明正统年间（1436-1449），而李尚义成化年甲午科（1474

年）举人，而故老谱的主修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为李永良（尚义之父），而当

时派语派语也已经到了最后一句：永尚山自，于是为后世修谱定派，后世派语

如下：大学芳登 昌开景祚 文明试济 仁贵有作 儒书启秀 家运长兴 茂枝培本 

树善敦伦，正好 32 字，结构对偶工整，含意隽永，带有对后世家族开枝散叶与

家风传承的深切期望。 

回顾整个派语： 

阡恪恒熙 

廷之明光 季宗兰应 

潮呑志和 永尚山自 

大学芳登 昌开景祚 

文明试济 仁贵有作 

儒书启秀 家运长兴 

茂枝培本 树善敦伦 

派语最初四字：阡恪恒熙，对于永良公而言，年代已经久远了。阡公到李

光都 1000 年之久了。永良离李光亦有 8代之隔。湘阴县志载阡之裔曰廷铨（这

里阡公的后裔叫廷铨，中间应当有几十代人无法追溯），廷铨生申之，后传十

世至永良。申之与永良之间隔了十派，与上述派语相符，这里地方志专门提起

永良，也正是永良公主修族谱之佐证。连续追溯最早的是李恪，是李申之爷爷

的爷爷，大概在公元 1010年左右，大概北宋宋真宗时期。 

但申之与李光爷孙俩中进士差 105年，我需要再查史料看看有无出入。因

为永良尚义这支分居榆树塘，尚义弟尚仁后人分居梅林江，后辈又有人迁居梓

木洞。拟到榆树塘，梅林江和梓木洞寻访是否有完整族谱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