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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谱兴起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中华家族宗谱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而族谱之功在于溯清渊源，世代沿
袭，根脉有继，传承血脉于万代。

编修家谱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今往来，
自古就重视寻根认祖，血脉传承，这也是世人饮水思
源、缅怀先祖、崇尚孝行的重要表现。

据历史考证：宋朝初期，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
部分家谱在战乱中散失，没有了家谱，家族世系脉络
只能心记口传，时间一长，家族世系传承必然混乱不
清，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甚至连近亲关系都渐行渐
远；岁月悠久，历史弥新，而宗谱中的宋韵文化足以
流芳百世。

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宗谱里的
宋韵文化最显著特征是永远铭记先贤爱乡、爱国的
家国情怀，宗谱可以发挥凝聚家族团结的作用，这也
是当时统治者所需要的。北宋以前都是官修，自建
隆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开始，政局稳定以
后，统治者认为家谱对于“敦教化，促人伦”具有崇尚
文明道德的重要教育意义和时代文化价值。其最显
著的特征是让先贤爱国、爱乡精神得到代代传承，尤
其可以达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发挥家族的凝聚力，
团结成员的爱国、爱乡和对家族的社会教化作用。
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开始重视宗谱，就大力提倡民
间修谱，宋代印刷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家谱的传播。
从此，打破了历史上由官修家谱转向民修。很多名
人也开始修谱，尤以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欧阳洵、苏
洵等为代表的修谱，对于民间的修谱影响极大，宗谱
里的宋韵文化，满满的家国情怀，成为宋韵文化的重
要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特征，提高了宗谱的
传播，促进了民间编写族谱的的鼎盛和普及。

2015年，笔者在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
记张永祥先生的书橱中，发现一册由宁波市政协文
史委主编的《宁波小港李氏族谱》，经核对，虾峙大岙
的李氏家族系在清康熙舟山“开禁”后，先祖李仰山
携眷到虾峙大岙定居，为原居住在宁波小港的李氏
第四分支（含蚂蚁岛李姓），与现虾峙大岙李氏族裔
不论是辈分（行弟）、世系传承脉络都具有直接的血
缘关系，这就为编写《虾峙大岙李氏族谱》提供了权
威的信史和历史根据，由此在笔者帮助下，开始对这
册族谱的编写，族人也齐心助力，第33代族裔、第十
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省市劳动模范
李科平偕兄长李贤平，乡贤李汝波兄弟等立即慷慨
解囊，李汝能四处奔波，逐户调查，经过近半年的努
力，《虾峙镇大岙李氏族谱》终于问世，在虾峙镇引起
很大反响。

小港李氏后裔光谱熠熠生辉
李佾率众义抗金兵

李佾（十四世祖李信之子）。李佾、任戬、董之邵
系南宋建炎年间奉化抗金三义士。

李佾，字子列李氏后裔，泉口（今萧王庙镇）人。
才智卓越，慷慨好义，注重名节，为四方义士所推崇，
与任戬、董之邵相交甚深。1130年（宋建炎四年）农
历正月，金兵攻陷明州（今宁波市），守将张俊、知州
刘洪道不战而走，修职郎蒋安义降。金兵大肆屠杀
焚掠，紧逼奉化。李佾义愤填膺，奋然而起，高呼：
“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人乎！”遂与任戬、董之邵聚合
义兵 1184人，在泉口三次击退金兵，奉化得以保
全。兵定后，佾出资万缗犒赏义兵，而己辞不称功。
事后，有司上报彼等功绩，朝廷赐修武郎，三人笑而
不受。佾56岁疾终，乡人莫不哀叹。朝廷追赐修武
郎。

筚路蓝缕 乾坤初定
据1936年重订的《镇海港口李氏支谱》记载，小

港李氏的先祖是唐朝右散骑常侍、节度淮西军事、光
州刺史李杞。他因避朱温之难，由东都迁居福建。
宋初，李杞长孙李直清从福建迁居到奉化，居住在同
山旁，小港李氏最早来到明州的就是这位一世祖。
他的曾孙李珂，再迁至奉化江口；传到第十四世祖李
信之，则举家搬往镇海崇邱新堰头，择地建屋就此入
籍；如此过了6代，后裔又陆续迁到镇海小港，在小
浃口（俗称港口）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到李弼安（房
号乾房）与李也亭（房号坤房）兄弟这一辈，已经是李
氏家族在宁波的第27代了，此即乾、坤两房之由来。

此地南环岭、北临水，照例该是地灵人杰之处，
但这一支却毫无发达的迹象。父亲李锡勋（名敬明）
英年早逝，一家人全靠母亲起早贪黑地织纴来勉强
糊口。那一年，李也亭9岁，他生于清嘉庆七年（公
元1802年）农历十月初十，从小头脑灵活，勤奋能

干，实在不愿这样苟延残喘下去，于是在道光二年
（公元1822年），15岁的李也亭毅然决然地辞别寡
母、老哥，独自一人前往上海闯荡谋生。

当时寓居黄浦江畔的宁波人，为数已经不少，四
明公所成立也有20年了，但大多均为生活贫寒的学
徒工匠、负贩帮佣。因此，李也亭虽有乡亲介绍，也
只能在上海南市南码头的“曹德大”糟坊当个小学
徒。糟坊兼卖热酒。南码头为沙船停泊之所，李也
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海风较大船不出航之际，到沙
船上去给水手们送酒。船工们个个都是好酒量，李
也亭机敏活络，很快就和船工们打成一片，生意不
错。

沙船是一种大型航海木帆船，一船可载货百余
吨。它平底高桅，巨橹广舱，方头方梢，具有吃水浅
平、航行轻捷的性能特点，在洋轮未来之前，是中国
海运的主力。

李也亭的头脑异常活络。由于经常到沙船上送
酒，耳濡目染，对于沙船贸易的行情了解得一清二
楚，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尽管大海茫茫，不
但会碰到险风恶浪，还有遭遇凶残海盗之虞；不但会
倾家荡产，更有可能性命难保，宁波有句民谚：“只要
铜钿多，哪怕落油锅”。所以，19岁的李也亭断然辞
去糟坊工作，投身于日益兴旺的沙船业，到旁人视为
畏途的险恶境地艰苦创业，破浪前进。

当时，船主为提高船员的工作热情，将那规定的
二成舱位，让出一部分供船员附带货物，其贩卖收入
归带货者所有。而进货好孬及销路畅堵，则全凭个
人眼光了。李也亭天生一副精明头脑和与生俱有的
商人眼光，故所带货物往往特别赚钱。数载奔波，果
然获利丰厚，由此淘得了第一桶金。于是他再度出
手，决定用积累下来的这笔钱买一条沙船。那时沿
江造船商很多，只要付一半定银，保你三个月船就下
水。正是这一决定和这条船起步，使李家后来成为
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工商巨子，风流百余载。

李也亭由水手变成了船主后，不像一般的船东
那样做甩手掌柜，把船和货物交给船老大去管理。
而是依然如故，风口浪尖，趟趟随行。他押运沙船往
来南北，将南方的木材、药材、粮米、糖棉、杂货贩运
于北方，又将北方的大豆、豆油、豆饼、花生、高粱酒
等转卖于南方，利润常高达三四倍。

鸦片战争后，朝廷财政支绌，于道光二十七年（公
元1847年）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再度试行沙船海运漕
粮。而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对
乡亲自然格外照应。于是李也亭抓住这一难得机遇，
乘势直上，在几年工夫里，固定资产从一条沙船发展
到10余艘沙船，并相继创立了久大沙船号。随着业
务的急剧发展扩大，在上海靠岸装卸货物的问题也日
显严重，难免受制于人，甚至影响到运输业务的正常
运营。于是，他又融资买进十六铺上游处的一块滩
地，辟为久大码头，从而形成自己拥有的“一条龙”航

运体系。此时的李也亭已是腰缠万
贯，年贸易额以百万两白银计。

精明过人的李也亭，遂又走出人
生历程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涉足
金融业。他用经营沙船的利润，与同
乡赵朴斋合伙投资开设了“慎余”“崇

余”“立余”3家钱庄，钱庄一切经营均由赵朴斋主
持。赵朴斋此时已成为上海南北钱业会馆总董，堪
称金融行家，商场老手，又熟知老城厢里钱庄运作的
各种底细，所以这3家钱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与此同时，李也亭买下与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
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进行扩充；又斥资20万两银
元，在沪南开发房地产；还办起了慎记北号、万源糟
坊和永大蛋作。此外，他也到家乡投资，在宁波有甬
泰北号，在慈溪有同元当铺，在余姚则有元泰当铺。
这种多元化的经营，使李家的财运更加亨通。

作为李家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李也亭赤手空
拳闯荡江湖，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创下了商业
王国，而他成功的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弼安的支持
与付出。李弼安（承辅）则左辅右弼，力保家业长治
久安。

年长乃弟13岁的李弼安，牢记“父母在，不远
游”的古训，始终留在小港操持家务。同时，李弼安
也非常重视对子侄的教育。他请了县里有名的塾师
为也亭的独子梅塘和自己的儿子听涛、濂水、雨田和
开蒙授课。这样，有兄长在家乡侍奉高堂、抚侄如
子，李也亭才没了后顾之忧，安心在上海打拼。兄弟
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恪守孝悌之道，始终敦睦无
间，有无共之，其手足深情实为后世垂范。

和那个时代很多经商起家者一样，李也亭也把
商业利润投向土地，通过置房买田的手段来光耀门
庭，保有富贵。兄弟两人在镇上盖了一座有两个院
落的宅院，东院为惇德堂，由李弼安一家居住；西院
为崇礼堂，由他和妻儿居住。但日常生活始终在一
起，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听命于其母叶太夫人。
对于含辛茹苦养育他俩的寡母叶太夫人，都是孝顺
有加，冬温夏凊，晨省昏定，使其颐养天年。当老母
病危时，正在上海经商忙得不可开交的李也亭，心急
如焚，竟专门雇了一条轮船赶回镇海，终于见上了最
后一面。

李家16位兄弟中，受满清王朝所赐功名爵禄者
超过半数。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荣，反而冲破藩篱，
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洪流，挟其雄厚的财力，
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李云书原为清四
品衔度支部郎中，亲自出面，为起义军光复上海筹
款；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又出任兵站总监，设法向前
方供应武器，保障军需。李薇庄原为清花翎三品衔
江苏候补知府、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动用官钱局10
万银元资助革命党人光复上海。李征五原为清花翎
二品衔湖北候补道，他亲自率领敢死队攻克江南制
造局，沪军都督府成立后，被孙中山授以少将军衔，
出任上海光复军统领。这3兄弟在辛亥期间纵横驰
骋，为上海、江浙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海解放前夕，李咏裳（李也亭侄子）也已耄耋
高龄，早就不理外事。有许多人力劝他移居海外，老
友朱吟江还送来了飞机票，敦促他尽速启程。他却
说：“我是一个清清白白、正正直直的中国商人，在日
伪时期，身为亡国奴，饱受欺凌，也过来了。共产党
是中国人，真正为人民的政府，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
共产党的事，他们也决不会为难我。”李咏裳毅然决
定留在国内。不久，他又听从义庄经理虞述圣的劝
告，欣然将义庄所有的田产交与国家。在紧接着的
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李咏裳深明大义，眼看着自
己亲手创建的事业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却始终没
有怨言，只是决定让孙子名立和名弘赴美留学。他
平静地度过余生，于1954年安详地与世长辞，享年
84岁，是李家第三代中最长寿者。

李听涛（李也亭兄长之亲子、也亭生前亲自指定
的事业继承人）为李氏家族完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听涛和梅塘齐心协力，建成了《养
正义庄》。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非
常强烈，凡力所能及，都愿意为宗族效劳。而其方
式方法，自从北宋范仲淹创设义庄，后世士大夫多
踵而行之。镇海小港是个穷地方，李也亭发财致富
后，看到李姓族人中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为数还
相当之多。所以在生前曾与乃兄商议，有意投资建
一个典范性的义庄，用来帮助李氏家族中清寒贫困
者。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使他郁郁而亡，而李弼
安无此能力，没过几年也溘然长逝了。听涛和梅
塘，则牢牢地铭记着父辈未竟的遗愿，因此一旦事
业有成立即付诸实施。首先，拨出专款用来建造义
庄。“规模之宏，建筑之固，为一郡之冠”“远近多取
以为法”。

其二，购置2000亩良田，其收入全部用于救济族
中穷困者。最后又拿出数万两银子作基金，以备意
外的突发事件所需。为保证资金公平合理地使用，
又规定李家族人不得担任义庄经理，而聘请外族的
正人君子管理。规定李家族人所能享受的主要资
助，是受教育的学费，所以李家后代上大学乃至留学
深造的为数甚多。

1896年，他的母亲张太夫人去世，李濂水悲戚回
乡，守灵3年，隐居于小港。据他的儿子回忆，他建
有一间密室，里面收藏了大量当时违禁的新学和革
命书刊，以及探索讨论变法维新的来往信函。

李濂水卒于1912年，正是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
国元年。作为一个正直的忧时伤世的士大夫，其爱
国之心深刻地影响着李家后人，他的子侄辈中有不
少人投身于辛亥革命，毫无疑问，这与李濂水的熏陶
大有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是李氏家族参与政治的

重头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符合
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企业、振兴国家的愿望，李云书
及其兄弟李薇庄和李征五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李薇庄日本巧遇孙中山
1908年，李薇庄奉命到日本考察，巧遇世交赵家

艺。家艺和兄长家蕃在留日学习时期，迷上了孙中
山的学说，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
最忠实的追随者。赵氏兄弟边留学边经商，以经营
所得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
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黄花岗等地起义，所需款
项巨大。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
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便
双双赶回宁波，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以所得
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这时，赵家艺听说李薇庄到
了日本，专程前去密访，游说他也参与推翻满清王朝
的革命事业。薇庄虽出身商家，但早年即受叔父李
濂水的影响，步入仕途后又亲身经历官场的黑暗腐
败所以他的内心积愤极深，经赵家艺一番鼓动，顿时
豁然领悟，对于腐朽清廷，下决心反戈一击。于是李
薇庄这位大清四品命官，赴日归来时身份大变，已是
革命党人了。

李薇庄雅嗜书画，收藏甚丰，自己的造诣也极
高。曾满怀忧愤作《秋夜感怀》诗两首，书于一柄纸
扇之上。他死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这两首写在
扇面上的诗装裱成册，遍请当年战友和名流题诗作
画，以为纪念，兼雪父亲冤屈。先后题诗作画者有于
右任、蔡元培、李平书、王一亭、沈曾植、袁克文等30
余人。

孙中山了解此事后，也亲笔题赠“子孙永保”四
字，其寓意显而易见，既肯定了李薇庄为革命忍辱负
重、功不可没，又希望李家第四代、第五代继承遗志、
发扬光大。

李梅塘（公元1841—1900年）是李也亭的独子，
前清秀才。民国《镇海县志》对于他的为人评价甚高：
“袭先人遗业，操奇制胜，家资至数百万。与从兄弟
源、濂等合资建《养正义庄》，规模之宏为一郡冠。好
义勇为，凡沪甬及本邑公益事务，暨输饷、赈灾、浚河、
平道等费，前后至十余万金。晚岁构园家中，亭台花
木，曲折有致，卒赠荣禄大夫。”梅塘的夫人张氏堪称
巾帼英雄，是一位少见的“女强人”，为李家大增光
彩。

张氏是恩威兼施的，尤其对外人，以施恩为主。
有一次，本地奸人诱骗贫苦子弟出国，卖到海外为
奴，人数将近500名。这种事称为“贩猪仔”，人往往
有去无回，属伤天害理的勾当。船出镇海口时被张
氏获知，马上派儿子云书和征五赶到海关税务司，商
量救援的办法。对方告之，可以用钱赎回。谁知宁
绍台道故意拖延，很可能是收受了奸人的贿赂，让船
脱逃而去。于是张氏再命云书和征五赶赴上海，发
动在上海的宁波同乡联名致电国际红十字会，请他
们出面关注这500个不幸的“猪仔”。同时拿出赎
金，派人送到南洋。结果，除了已经死去的10余人
外，全部得以回归家乡。张氏“独拯五百人”的事迹，
至今仍被后人赞扬，载入了 1994年版的《镇海县
志》。

实际上，张氏终其一生都在做慈善事业。1893
年，镇海发生特大灾荒，饿殍遍野，她协助丈夫梅塘
从外地采购万斛大米，赈济乡亲。此后在1898年、
1902年、1908年，又曾出现严重饥馑，而张氏每次都
尽心竭力为之，先是舍施家中存粮，不够了就去外地
买米，“全活无算”。她为了海上的船只顺利航行，不
迷失方向，又在普陀洛迦山建造灯塔。众人感激之
余，赠以“乐善”匾额，她坚辞不受，实在推不了，就把
匾额挂在李氏宗祠。张氏虽是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
女流之辈，却非常懂得时代大势，见识不同凡响。除
了联姻成功，这位没有文化的妇女还特别重视教
育。她先后出资白银10余万两，建办了4所学校嘉
惠乡里。在如何培养家族接班人这个重大问题上，
她格外明智，反对子弟在书斋里抱着古籍读死书，鼓
励后代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报
效祖国。“教其子孙以游学海外。顾谓：兵家、法家言
皆不足学，宜学农、工、商、矿、理、化、医诸科，可利国
济人。”李家后人，果然是“秉遗训，多有学成回国
者”。

李也亭把所获得的一半利润，留给他在乡下的
长兄李弼安。李弼安收到从上海来的资金后，在乡
下购买农田，从而成为大地主；盖起了巨大的宅院，
供家族成员居住；在乡下为乡民的子女建立了第一
所学校；买进第一台发电机为他们的宅院供电，李家
还建立“义庄”帮助乡间的穷困户。李云书有3个女
儿：文兰、精圆和惠英。他为女儿们选择丈夫时，不
再局限于宁波一隅，大女婿陈文翰是江西人，二女婿
凌勉之是河南人，三女婿巫振英是广东人。这也是
李云书的视野超越前辈的一种表现。3人中以凌勉
之最有名气，曾追随周恩来投身天津的“五四”学生
运动，以后又追随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参与反蒋抗日
的斗争，是著名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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