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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故里朝聖記──

參加全球華人李氏懇親大會隨筆
◎全美李氏敦宗總公所副主席 李樹邦

地區：美國

世界李氏的共同祖先──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

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即今河南省鹿邑縣），出生於周簡王

6年（公元前571年2月15日）。老子是一位偉大聖哲，是享

譽世界的偉大思想家、哲學家，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他著

有《道德經》，凡五千言，被譯成多國文字，被列為世界

文化名人。由於對我們的祖先老子，滿懷崇敬之情；對老

子出生地的朝拜，心儀嚮往已久；如今心想事成，機會終

於來了。

二○○九年，時已深秋，華北大地，驕陽高掛，氣候炎熱。我們「美國李

氏敦宗總公所」一行人以可喬總長為團長，振文顧問為名譽團長；美西以仁沛主

席、樹邦副主席任正副團長，一行35人；紐約總分所以國基主席為團長，一行22

人；分別乘飛機、火車在河南省新鄭機場集合，等候汽車赴老子出生地──鹿邑

縣。來到闊別多年的鄭州，心頭像天氣一樣熾熱；可能是全球氣候變暖所致，我

按過去的老皇曆，帶備許多禦寒衣服，都未派上用場。

這次盛會，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第13屆第2次會員代表會暨全球華人李氏

懇親大會」，是由總部設在台北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主辦。由當屆李氏宗親

總會理事長、香港李氏宗親會總監李常盛先生主持這次大會。

大會在老子故里，河南省鹿邑縣舉行。鹿邑縣位於河南省的東北邊陲，距

離鄭州市約300公里，屬周口市管轄，而鹿邑縣卻距離安徽省亳州市只有30餘公

里。由於鹿邑縣的迎君國際酒店客房容納不下，許多代表被安排在安徽省亳州市

的賓館下榻。

大會盛況空前，來自世界各地包含中國的李氏宗親共有737名。有來自馬來

西亞211名、台灣136名、菲律賓65名、香港33名、泰國27名、越南5名、新加坡

26名、印尼37名、澳門5名、加拿大15名、美國57名、柬埔寨12名、中國108名，

還有當地領導首長、電視台、新聞記者等。

懇親大會於2010年10月17日報到，我們美國代表團下榻鹿邑縣迎君國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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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酒店樓高12層，級別約達到四星級，各項設施齊備，在內陸地方有這樣規模

和管理水平的酒店，著實不易。可惜的是，由於酒店方面管理上的過錯，紐約總

分所代表分配居住的E號樓，居然沒有做好清潔，不能入住；臨時只得由仁沛、

國基兩位團長會同酒店經理立即換房，方能勉強入住，真是美中不足。

晚上舉行歡迎宴會。宴會廳寬敞華麗，入座後，先上十多道小菜，花生、

玉米、黃豆、淮山以及不知名的當地土特產，風味獨特，很是好吃；隨後又上主

菜，又是十多道，多到簡直吃不完。菜餚各具特色，尤以手撕雞印象深刻；在盤

中盛有兩隻燉得酥軟的雞，每人發給一雙手套，用手撕著吃；服務員說，這是當

地的名菜。此雞確是入口鬆化，味道鮮美，未有嚐過此道菜餚的昆仲，有機會到

鹿邑時，不要忘記了！其餘都是魚肉和土特產。

10月18日，自助式早餐後，各代表團團員，身穿自己最為華美的衣服，身

披大會發給的黃色圍巾，乘車到鹿邑縣明道宮前集合。明道宮前，有一座華麗牌

坊，牌坊上，書有「眾妙之門」幾個大字。明道宮佔地廣闊，約有百多畝；始建

於漢代，興盛於唐宋，是紀念老子傳道講學之所，後來多毀於戰火；現有的殿堂

是依照清光緒縣志所記載，於2004年重修。該建築群由「伊人宛在坊」、「升仙

橋」、「猶龍堤」、「迎禧殿」、「玄元殿」、「享殿」、「升仙台」等建築物

所組成。

祭祀儀式在玄元殿前廣場舉行。各代表團在牌坊前集合，每個代表團有一位

身穿漂亮服裝的姑娘高舉代表團名牌，有點像奧運會的入場儀式，好不寫意！代

表團由56人組成的儀杖隊引領下入場，是代表中國56個民族的大家庭。廣場鋪有

紅色地毯。玄元殿是重簷金黃色琉璃瓦大屋頂，紅色磚牆建造，殿堂莊嚴華貴，

殿內供奉著老子神像。殿前明廊的祭台上，陳列祭品有﹕由新鮮的生牛頭、生

豬頭和生羊頭組成三牲；由稷、菽、

黍、麥、麻組成的五穀和雪梨、蘋果

等時新水果等祭品；拜祭用的香有半

個人高，約有手杖般粗。台前主祭的

是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的首長，還有周

口市和鹿邑縣的領導人。祭祖儀式開

始，廣場上一字排開的18門禮炮，向

天鳴放，炮聲響徹雲霄，好不隆重！

繼由領導人分別致詞，致詞者略顯冗

長；大家都是露天站著，天氣炎熱，

不乏長者參加，故有些人中途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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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後按照傳統儀式舉行祭祀禮，再由各地李氏宗親會的團長輪番上台拜祭；本

公所可喬團長、仁沛主席也應邀上台參拜。

相傳唐高祖李淵、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女皇武則天，宋真宗趙恒等

都曾來拜祭；故祭祖儀式過後，大會安排仿照唐代拜祭儀式作一場表演。玄元殿

前廣場，鼓樂齊鳴，首先是身穿全副盔甲，身材魁梧的兩排武士出場，手持十八

般武器，分列兩旁；繼是文武百官，一搖三擺慢步進場；然後是身穿艷裝的宮娥

美女，載歌載舞，舞步輕盈飛步而來；最後是大唐皇帝由東宮和西宮兩位皇后的

陪伴下，簇擁而來。到了老子祭壇前，與東、西宮皇后一道，也行跪拜大禮，展

示古代皇帝祭祖的隆重場面，莊嚴肅

穆，氣勢不凡。祭畢，皇帝退朝；好

一位皇帝，放下身段，站在我附近，

正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走向前

邀皇帝合照留念，皇帝欣然應允。站

在皇帝旁的皇后，咧著櫻桃小嘴，對

著我微笑；一不做，二不休，與皇后

再來個合照；環顧四周，只有我才與

皇帝和皇后有合照福份，真是不枉此

行！

下午晉謁明道宮、太清宮和老子文化廣場。主要是朝拜「老君台」；老君

台原名為升仙台，相傳是老子修道成仙之處；宋真宗大中祥符7年（公元1014

年），追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故稱為老君台。登上老君台，須上

33級青石台階，正符合老子升33層青天之說。台上有正殿三間，殿內有老子銅像

一尊，殿後有老子煉丹房；殿門簷下東西各嵌一碑，上書「道德真源」、「猶龍

遺跡」。現在殿內設有募捐處，本人虔誠奉上香油銀100大元，獲發印製精美之

捐款證書一份，並將刻名字於石碑上，留作紀念；還奉送老子《道德經》一冊，

以便隨時拜讀。台上有13棵檜柏樹，青翠蔥鬱，常年涼風習習，百鳥飛鳴；台下

有「萬教之祖」牌坊；牌坊立柱右書「地古永傳曲仁里」，左題「天高近接太清

宮」；橫楣「萬教之祖」。牌坊附近有「老子故里」、「孔子問禮處」兩塊碑

碣。

老君台上，放置著四發長滿了銹的炮彈。據記載，1938年6月1日，侵華日軍

攻打鹿邑縣城，對老君台進行炮擊，共打13發炮彈，無一爆炸。見此情景，日軍

炮兵個個驚得目瞪口呆，認為是太上老君顯靈。現在看到的炮彈，就是當年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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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啞彈。老君台下，立有「和平碑」，該碑建於1997年9月19日，是1938年侵華

日軍炮兵梅川太郎等人所立，為向鹿邑人民表示懺悔，祝願永久和平。

晚上是文藝晚會，在鹿邑縣影劇院舉行。文藝節目多是當地頂級藝員表演，

也有台灣來的代表上台演出助興。

10月19日上午，在鹿邑縣影劇院舉行「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員代表大會」，

活動議程按慣例設置，各代表在會上互贈紀念品。本公所可喬團長和仁沛主席，

也代表美國團與各代表團在台上交換紀念品。承辦單位贈給每位代表一個水晶

座，內嵌有老子寶像，製作精美，包裝華貴，真是難得的無價之寶。同日，在迎

君國際酒店舉行「李氏之根高層論壇」，鄙人和內子、吉龍和達權應邀參加。有

30多名國內著名專家、教授、研究員、考古學家、社會科學院長等等，他們發表

李氏傳統文化淵源和老子學說的論文。慎終追遠，拜祖尋根；共同的結論是「世

界李姓，根在鹿邑，望在隴西。」中午，舉行歡送宴會，菜式如開幕宴。

這次的大會代表來自世界各地，人數眾多，居住分散；組織工作，極其艱

巨，光是租用豪華巴士就達15部之多。我們代表團排定在11號車，每輛車均有一

位局長做車長，照料各代表；各項工作井井有條，在此謹對組織這次會議的人

士，說聲感謝！10月20日，早餐後，承辦單位派專車送我們到鄭州，取道回原居

地或暢遊祖國大地，依依惜別，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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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峽論壇」出發

──泉州仙景李氏探親記（下）
◎財團法人台灣李氏宗祠監事 李俊英

地區：台灣

【編者按】：

 1.本文上接本會刊「復刊號第2期」（2009年12月25日出版）第108頁。

 2.文中未註明年份者，皆指公元2009年。

芸美‧大申祖厝

下午（編者按：指2009年5月22日）返泉州，搭車赴安溪，再轉車到金谷鎮

芸美村，走訪來訓宗長。來訓宗長是仙景芸美李氏宗親聯誼會秘書長，仙景30

世，他與我家在三百年前是親兄弟──仙景22-4文鼎，22-5文博；我是文鼎公的

九世孫。我來芸美已有三次：首次是九年前，縣府祥乾宗兄派車接我到祖厝；第

二次在三年前，我自行搭車到金谷鎮上，再轉搭機車到來訓宗長家。前兩次來去

匆匆，未曾停宿；這一次想深入瞭解附近宗親的分佈狀況，才準備留宿。由於芸

美未聞有旅館，所以厚顏打擾來訓宗長。

芸美李氏宗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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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美大申祖厝正堂

5月23日上午，

宗長打電話給村書

記，請他開車帶我去

湖頭會宗親。等候一

陣子沒消息，我提議

去祖厝翻查族譜。我

倆漫步到「大申祖

厝」，見大門上鎖，

就去頂祖厝，途經村

書記家、「四房媽」

小祠，快到頂祖厝，

遇到一位宗長，他聽

說我從台灣來，就嚷

道：「要捐錢，好翻

修祖厝！」頂祖厝正名「祥雲大宗祠」，曾於1994年10月19日完成重修。依前廳

壁上徵信錄，當時經費主要來自下列海外華僑裔孫的捐獻：

馬來西亞──李鴻飛 李振裕 李全益 李國珍 雪隆家族會/沙巴州

印　　尼──李自強 李金水 李忠扳 李德勝 李其南 

新 加 坡──李進水 李成義 李成實 李永遠 李亞發

加 拿 大──李章全 李銘泉

可是，2000年1月15日，我首次回芸美探祖時，「頂祖厝」才重修五年餘，

為何那時印象是屋宇內外蕭索淒涼，正廳壁上貼著泛白的紅紙，上面墨書「玄天

上帝公神位」，神案供桌灰暗無光，地板陳舊，散鋪著正待陰乾的茶葉？莫非記

憶有差？今天所見，內外煥然，正廳已有光彩的神龕，上掛「李氏宗祠」橫匾，

龕內兩邊框柱彩書聯語，首字分別標題祥雲始祖名號「元達」；廳內兩支點金柱

則紅彩漆底、金書聯語；四周打掃整潔；只是正中神龕僅供奉三個牌位，祠堂裏

外清寂無人，跟「大申祖厝」相比，略顯冷落。我搞不懂小小的芸美祖地，為何

要保存兩座祖厝？分別重修才十餘年的祖厝，為何本地宗親見著歸來謁祖的宗親

就嚷著要捐款修厝？

我覺得歸鄉謁祖、敦親睦族原是民族傳統優良美德，這種行為不僅發揚孝

道，而且啟發「飲水思源」感恩圖報的情操，讓人性的關愛擴及宗族血親層面；

甚且探親旅遊、考究家族歷史，也能增進族親情誼。祖地宗親絕不可因為掌握這

項人性資源而任意揮撒，藉由需索，阻滯人性的自然流露，疏離宗親的倫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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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再到「大申祖厝」，上過香，進入正廳左廂的小辦公室，翻閱民國

十三年（1924年）重修的族譜。我用數位相機拍幾張照，奈何雙手爲抖失控，心

緒慌亂，有些苦惱。這時，來訓宗長從櫥櫃找出一盒兩片族譜縮影光碟給我，那

是2008年錄製的。我這才鬆了一口氣，心裡滿是感激！回到來訓宗長家，不久，

村書記永昌宗兄來了，我送他一份族系論文，他說明早接我去湖頭拜訪上田、福

壽宗親，下午再送我到縣城。透過他的手機，我還向副縣長退休、現正在山東濟

南參訪的文通宗長致意。

福壽村‧爾華房宗祠

5月24日上午九時許，謝別來訓宗長，離開芸美祖地，由永昌兄帶路拜訪上

田、福壽宗親。金谷、湖頭兩鎮相鄰，距離並不遠，宗親之間的聯誼似乎不太熱

絡，從永昌兄再經探問才找到上田村書記堅任宗兄可知。仙景10世光朗公生三

子：11-1爾榮公後裔分布湖頭上士、上田一帶；11-2爾華公後裔分布湖頭福壽；

11-3爾明公後裔分布蓬萊鎮大港頭、官會、磜內及金谷芸美。上田村書記堅任宗

兄就是長房爾榮公後裔，聽說他們兄弟事業有成，為人海派，人緣佳，同儕戲稱

「湖頭王」。我們一碰面，就請堅任宗兄帶路，驅車探視玄傑公祖厝。

這座號稱仙景李氏落腳湖頭第一代祖的祖厝，二進四圍中天井，瓦頂土塊

厝，座落田中，旁帶數落平屋，形勢十分孤單。其實這座祖厝是在明萬曆42年

（1614年）南庄祖厝「洚洞告灾，屋宇墳廬漂蕩」之後，爾榮公後裔所建的祖

厝，迄今約有四百年歷史。看過老祖厝，回到堅任宗兄宅泡茶，我致贈族系論

文，臨行他送我們米粉、茶葉各兩大袋，我以行李攜帶不便婉謝，他說那是本地

名產不吃可惜，盛情難卻，就暫且收下了。

接著往西走，大約十多分鐘就到福壽村爾華房宗祠，這是經由馬來西亞拿督

李瑞安宗長提倡重修，海內外宗親共同捐款出力，於2007年11月落成，安溪仙景

李氏最新的宗祠。由於重修成員石根宗長精研宗族文史，因此石砌的大門上鐫刻

了他所撰擬的聯語：「唐朝宗室郇王裔，宋代清白宰輔家。」門楣且鐫「仙景」

軸幅，精確標幟族系淵源，廓清了歷來譜牒與唐江王糾纏不清的格局。這項精心

巧思直可媲美龍涓仙景大宗祠「南渡衣冠有李邴，人間仙景在吾家。」前台盟中

央評議委員會主席李純青宗賢的題詞。

福壽宗祠另一特色是神主龕陳列大小總/單牌位數達120個；列名神位（考妣

合計為一）達600位以上（第6〜16世每世僅立一個「諸列位顯祖考妣之神位」，

外加一個「未臻完善諸列位顯祖考妣神位」，神位數無法估計。）；奉祀世系達

● 宗親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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磜內李氏宗祠外觀

20世。這是仙景李氏族系中，祖靈奉祀十分周延而密集的實體祠堂。建構採二進

三門四圍五開間中天井格局，建築採石、木雕並重，間貼金箔，雕繪精緻清麗，

整體則顯樸實典雅風格。中午，福壽宗親在鄰近餐館接待會餐，下午，永昌宗兄

送我到縣城的華僑酒店。晚間，約請在縣府服務的祥乾宗兄見面，告訴他明天計

畫訪視的行程。他表示明天會找一部車陪我出去──真是太好了！ 

磜內‧仙景李氏宗祠

5月25日早上九點，我們上街拜訪一位經商有成、年輕有為的芸美宗親（恕

我遺失他的名片），他樂意為此行效勞。於是驅車前往11-3爾明公後裔分布的

蓬萊大港頭、官會、磜內等地。約9：40到達丘陵山區磜內村書記李建立宗親的

家。爲內宗親的肇基祖16-1元理公是芸美肇基祖16-4元達公（1475–1516）的長

兄，16-2元充公及16-3元脩公兩房的後裔不知去向。以前曾有移居浙江平陽、閩

北福鼎的仙景李氏宗親跑來認祖，因缺少族譜世系表，無從系聯，只傳說是從

此地移出，疑似16-2及16-3兩房的後裔；但龍涓仙景卻說是8-1玄祖房12（仙景

19）世孫世堯（白贛）公的後裔。泡茶片刻，我致贈族系論文即離開。

回程再經磜內小學，路旁有一座石砌圍牆護衛的獨棟五開間傳統式中昇翹

脊屋宇，就是「磜內仙景李氏宗祠」，我們特地下車拍照存檔。回程半途就是龜

脰，又稱「官（冠）會」，屬新坂村，村書記李双火宗親是我們祖先12-2尾公的

胞兄12-1進公的後裔。本房系仙景24世翰寵公為清．雍正元年（1723年）恩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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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曾參與當代諸房系家譜增修工作。我特別請求檢閱他們的族譜，果然看到

明．惠安．李愷撰〈奠始祖合族文〉（1538年）、〈祭始宋太師文肅公墓文〉；

李翰寵撰〈南庄李氏家譜序〉（1725年）。

從李愷〈奠始祖合族文〉我們才知道惠安仙景李氏是在明嘉靖17年（1538

年）和晉江族系取得連繫而合流；且從〈祭始宋太師文肅公墓文〉得知明末文肅

公墓尚存。從李翰寵〈南庄李氏家譜序〉讓我們得知在280餘年前，湖頭周邊仙

景李氏各房系家譜存錄的上代始祖是參差不齊的，那些「斷簡殘編」經過「袪疑

存信」、「酌世協中」的整編，始得今日面貌。

虎邱「仙景村」不是「仙景李氏」？

離開双火宗親家，時已近午，在回縣城公路旁的餐廳，祥乾宗兄招待用餐。

下午，續往虎邱鎮探訪仙景村的小學校長李火生宗親。今天的聚會就是要瞭解該

村與「仙景李氏」有無族系繫聯關係？李校長謙稱對宗族歷史認識不多，所以邀

集五六位宗親出面討論。原來虎邱仙景村是個純李村，屬君達公後裔，祖先來自

蓬萊鎮的鴻福（古名：橫坑），因而自稱「鴻福李氏」。他們並不認同「仙景李

氏」，且認為地名取「仙景（境）」，可能跟祖先來自蓬萊有關。該村古代原稱

「仙境寨」，後改今名。當日討論全屬口頭陳述，他們沒有拿出族譜或任何文獻

作佐證，我懷疑那僅屬少數人的臆測觀點；但基於禮貌，我尊重他們的表達，並

未提出質疑反駁。

顯然，在這裡，我再次踢到鐵板，內心五味雜陳。從此，「仙景村＝仙景李

氏」的認知，必須修正為「仙景村＝/≠仙景李氏」。但是，我的考古嗅覺意識

到「仙景村＝李氏」的普遍現象，已為「仙景村＝仙景李氏」的認知探索，豎起

鮮明的方向指標。

南安‧娘仔橋（榕橋）及武榮（豐州鎮）

接著要進行南安的探訪行程，祥乾宗兄送我回縣城搭車往南安。《仙景李

氏族譜》記載：5-7訥（晉樸）公及子啟宗（勉）居住「南安小羅溪十八都仙

（山）仔宮（今名鰲峰宮）左畔」；7-2嘉義公後裔「有一派徙居武榮魁美宮前

大路直去武榮嶺頭，透下娘仔橋（榕橋），幾近二三里遠。」由於小羅溪十八都

所在的羅東鎮位在縣的東北隅，路較遠；娘仔橋在縣城南，路較近；且因端午節

在即，恐回台旅客擁擠，訂位困難。我決定先探訪娘仔橋及武榮（豐州鎮），其

餘留待後續。

車抵南安，轉車到縣府，找到「台辦」，表明來意，並遞呈一份族系資料，

「台辦」趙先生說：「娘仔橋一帶李氏都屬唐江王後裔，沒有仙景李氏，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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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去了。武榮（豐州鎮）東南的西華村有很多李氏居民，建議你去看看。」他

立刻幫我聯絡西華村的黃書記，可惜對方關手機，電話也沒人接，聯絡不著。他

又推介居住石井鎮的閩南李氏宗親聯誼會副秘書長李金表宗長，說他對李氏族系

很瞭解，可以請教他，並給我他的電話。我想石井正好有到金門的渡輪航班，明

天回台就取道石井，順路拜訪他。

石井「仙景村」的疑惑

離開縣府，逕赴車站，已無直開石井的班車，只能到水頭鎮再轉車。這趟路

可能經過娘仔橋（榕橋），可以順便觀察附近風光。沿途只見丘陵、溪流交錯，

河谷時而狹窄，時而開闊，鄉野偶見中小型工廠點綴其間，農田也偶見精緻耕作

設施，民居、廠房新舊參雜，道路不假修飾，景緻粗獷而蘊涵著活力。三十多公

里的路程，人車稀疏，僅在官橋附近聞嗅到城鎮的繁忙氣息。車抵水頭，已近黃

昏，因心繫轉車，只覺這個小鎮市況繁榮，無暇賞玩，有些可惜。原以為轉車可

能耗時，誰知兩地車班密集，十分快捷。

到達石井，天還未暗，港邊小鎮，市區褊狹而嘈雜，商店妝扮有城市的架

勢，但繁華僅在那小區塊，走沒幾步就清寂暗淡。我在一家燒臘店吃簡餐，飯後

提著行李袋出門，擱置門前，撇見近旁似有賓館，想走出幾步，看個仔細，卻被

老闆叫回。他告誡我：行李要隨身不離，以防竊奪。經他這一提醒，我的心筋頓

時吃緊！走沒多遠，街角一家賓館有空調的套房，一晚才人民幣65元，夠便宜

的，但是要爬樓梯到四樓！我面露難色，經理趕忙幫我提行李上樓。房間的空調

是分離式的，冷氣口卻堆一層灰塵，空氣稍帶霉味，浴室設施還好，只好將就一

晚了。原想拜會金表兄，一經聯絡，才知他家在石井西方6、7公里，往廈門的路

上。由於鄉下夜晚交通不便，我不敢外出，他也為難，只好利用手機訊卡剩餘的

時間跟他交談。

據1999年《福建省地圖冊》南安市圖：石井西南約3公里海邊有「仙景

村」；我料想那可能是仙景李氏聚落，金表兄卻斬釘截鐵說是君懷公（1141–

1209年）後裔。對此我深感懷疑，覺得有必要作後續查證研究。我將數件研究資

料委託櫃台等候金表兄領取。睡前，再用手機向此行未及拜訪的安溪．龍涓傳正

宗長致問候之意，並且再次向晉江．羅山的明聰宗長致謝、辭行。本次探親行

程，承蒙泉州市台辦暨所屬縣市區台辦鼎力協助，謹此申致謝意！



71

復
刊
號
．
第
３
期

懇請協尋資料˙不吝來函指教

─「祭祀公業李我任」族譜待修
◎祭祀公業李我任 李詩宗

地區：台灣

【編者按】：

1973年，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正式核准成立，先賢鴻儒宗老，

鑒於明倫睦族首重昭穆分明，乃召集群賢廣收資料，主修族譜。

但以我族繁盛，資料難周，魯魚亥豕，實所難免；故族譜於1977

年發行後，至2008年9月16日，接獲「祭祀公業李我任」管理人

李詩宗宗長來函宣稱，族譜中關於「閩粵大始祖火德公」大房世

系中資料，與該公業修撰之族譜世系表相差三代──多列「君

遠、汝緯、致忠」三位名諱。

如今，先賢鴻儒宗老業已返璞歸真，襄辦諸先賢多已仙遊，

第一手資料亦已湮滅，無從查考更正。爰刊附「祭祀公業李我

任」來函所附文章及「油坑族譜引」影本資料，以供博學有識諸

宗賢參考；如有所指教，敬請逕與「台灣桃園祭祀公業李我任」

聯繫。

時間巨輪，奔騰躍進，空間輾轉交界，致使記載血脈相傳之族譜資料混雜，

甚至不同世系之族譜，亦存在著頗大差異。一部完整的好族譜，實為一個宗族發

展之歷史；其內容詳細記載此姓氏之起源、發展、遷徙，既記其生亦明其所出

也。

因此族譜之編纂，實非易事，其性質與歷史相同，皆記載祖先們活動之場

所、事蹟；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誇大，更不能虛構成篇。在此提出幾點拙見，希

望編族譜者能細察注意：

一、編寫族譜就是編寫本氏族的歷史，是歷史就不能虛構誇大，考證亦必須

嚴謹。要以舊譜為依據，並證之以二十五史；舊譜中有者讀之，無者缺之；其間

有缺漏者，當尋史書典籍以考證之，甚至與其他世系族譜較詳者進行核對。

二、注意時間的核對，以及名諱、字、號的比對，在編寫中若不注意上下代

的傳承會產生謬誤。

● 宗親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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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舊譜序言之真實性。在舊社會裡，翻開任何家族的譜諜，都有親系的大

官或地方官為其譜序，以彰顯本族聲望，此舉實乃美事；但亦有編者假以名人之

義為託譜序，以提高威望，則不可不詳加考證之。追本溯源，先人肇基創業，以

垂後世，為子孫者，當知以誠立身處世，崇德報本，追遠以存紀念。

今有筆者家族一譜待修──本祭祀公業來台手抄祖譜（1834年）及福建詔安

祖譜記載：「火德公」→三一郎→千三郎→三五郎→五三郎→千五郎→大六郎→

孝梓公→詮公(油坑書洋)、次子仲儀、叁子仲信（秀篆青龍山）。

有其他世系（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上杭……）等所記載：「火德公」→三一

郎→……→孝梓公→詮公→詮公生「君遠、君選、君逸……」→再傳「汝」、

「致」等字輩，比本公業世系多「君、汝、致」三代。

然經本公業「修譜田野訪查團」三載餘走遍中國（福建、廣東、浙江、江

西、北京、甘肅）、台灣等各地有「李姓聚落」之地區查尋無數族譜資料，仍無

法考證有關「君、汝、致」三代之後裔及其墳墓，查遍所載老譜之先祖遷徙路線

及落腳處，對於「君、汝、致」三代生活遺跡皆無所獲。

據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2004年出版之《李火德族譜》記載，「君」字輩為上

杭一世祖火德公之第十代裔孫，但其出生年代有的比火德公早，有的與火德公相

近（火德公生於1206年、君懷公生於1141年、君選公生於1234年）；若為火德公

第十代裔孫，則依年代推算相差應為250年左右；但上杭李氏大宗祠1990年出版

之《李氏史記》，確實無記載「君、汝、致」等三代族裔。

從查尋本族先祖，由上杭火德公（一世祖）到詮公（九世祖），即南靖油坑

一世祖到仲義公派下各世祖都有祖公、祖妣、名諱、姓氏、墳墓、葬地及座向，

比對與手抄本原始祖譜記載完全相符；唯獨其他世系所記載火德公派下第十世孫

君遠、十一世孫汝緝、十二世孫致忠，只有祖公名諱，無祖妣、無墳墓、葬地、

座向，完全無法比對查尋，是故本族世系是否有此三代值得商榷。

今藉世界李氏宗親總會會刊之機會，特書稿誠致各界，祝福世界各地李氏宗

親「心想事作」！如有機緣，巧遇本族尋找之相關性族譜資料、來源，懇請來函

指教，謝謝！

【賜教處】：台灣桃園祭祀公業李我任

地  址：330台灣桃園市福元街232號  電話：886-3-3551302

聯絡人：李傳炎（886-937-129422）、李永興 （886-955-099016）、

        李政強（886-917-22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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