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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宗亲联谊，研究晟公宗族文化，服务社会发展 

——在宜春召开的全国李氏宗亲大会上的发言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日） 

 

中唐名将西平郡王李晟 54世孙 李桂生 

 

尊敬的晓炎会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尊敬的各位宗亲： 

     首先要感谢在宗亲晓炎会长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筹备这次会

议，正是由于他们踏实的工作，我们才能安然地坐在这里共商宗亲联

谊大计，有这样一个聚会与交流的机会。下面我谈三方面的内容：一

是认识，二是建议，三是展望。 

     一、我对宗亲联谊会的几点认识 

（一）联络宗亲，加强交流，亲情互动。我不知道晟公后裔究竟

有多少人，但是我知道这个数字绝对不会少，在全国各地都有，还有

部分散布于海外。这个宗亲联谊会，就是我们相识、相聚、相商、相

扶，以求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晓炎宗亲创办了这个平台，我们

应该感谢他。有了这个平台，往后我们就要把活动坚持开展下去，使

之制度化、常规化，使晟公后裔能依托这个平台加强交流，实现亲情

互动。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我们共同的祖先——唐朝名将李晟。

而我们今天这些晟公后裔可以依据陇西李氏族谱家谱，在“陇西李氏”

的大旗下“认祖归宗”。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 

（二）修缮谱牒，理清世系，正本清源，彰显人伦。李晟（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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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从其出生到现在有 1283 年，按 30 年一代，就有大约 43

代；按 25 年一代，就有大约 51 代。但是根据我的《宁都李氏族谱》

记载，我是晟公的 54 代后裔，也就是说从晟公算起，我是第 54 代。

世系记载详明。家谱、族谱的编修是谱牒学的内涵。谱牒学是一门专

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商代已有

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而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

成于西周。宗法制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

分清楚。即使一个大家族分裂成许多小家族，各家族之间的血缘

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他们各有

几个儿子？他们的妻子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

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曾祖、高祖是

谁？谁和谁是堂兄弟？各房各支又是怎样一代代地传到现在的？

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

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人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

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

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

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到了西周才成熟。司马迁说的《谱牒》、

《牒记》都是西周以后才有。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但它

不是专门著作，不能登学术的大雅之堂。但是现在不同了，有很

多学者在研究谱牒，有不少图书馆在收藏谱牒。梁启超是中国现

代的大学者，他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国乡乡家家皆

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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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这个事情台湾和美国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也完全有条件做了。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家族都非常重

视伦理，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只是我不再提倡尊卑贵贱、男女大防，

而是提倡互尊互爱、互帮互助。 

（三）继承陇西李氏郡望文化，加强宗族研究，实现文化寻根，

促进文化繁荣和发展。“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

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

名门大族。陇西李氏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显贵家族，就是我

们的郡望。我们李氏祠堂或厅堂一般都挂有一块书写“陇西李氏”

的匾额，或在神龛上题有“陇西李氏”的字样，这就是我们的郡望。

这说明我们来自陇西。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我们的先

祖晟公是陇西临潭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晟公之墓已无法

得见，但其神道碑仍保存在陕西高陵县第一中学的校园内，碑文

由唐代名相裴度所撰，由书法名家柳公权题写，从碑文撰写、碑

铭题丹和碑主事迹看，都是名重当时，故被称为“三绝碑”。我们有

如此辉煌和响亮的郡望，却没有好好地研究，我们的很多宗亲也

不知道“陇西李氏”就是一个金子招牌，因此也就没有好好地发扬

光大。遥想先祖晟公的不朽功业，不能不令人精神振奋，激励自

己有所作为，以不愧于“陇西李氏”郡望。 

（四）搭建平台，商贸合作，互利共赢，为经济社会做贡献。我

们这个宗亲联谊会，不仅是亲情互动的平台，也可以建成商贸合作的

平台。很多宗亲事业有成，兴办实业，经营企业，是商界干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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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施展自己的商业才华，互通有无，进行合作，互

利共赢。据说我们已经开发了“李氏酒”，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商品名称。

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信有不少宗亲会找到更多的商机，为经济社会做

出更大的贡献。 

（五）和谐宗亲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提倡建设和谐

社会，举办宗亲大会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提倡，我想宗亲和谐是社会和

谐的一个重要表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修谱和建祠堂是封建

行为，被严厉禁止，但现在不同了，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明了，眼界更

加开阔了，大家认识到传统的东西不全是坏东西，现代的东西也不全

是好东西。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越来越注重民主、民生和民权，

那么自由度也就会越来越高，而我们所提倡的“宗亲和谐”就是为 “社

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我对宗亲联谊会的几点建议 

我们不是为了开会而开会，而是为了发展而开会。 

首先，应该加强对宗谱的研究，理清世系传承，修正错讹，建立

一部全国统一的族谱。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充足的经费，

又要有高水平的编纂队伍。 

其次，加强宣传，使广大晟公后裔知根知源，我们应该成立讲师

团，在全国各地的宗亲中宣传晟公事迹、世系流传及地域分布。 

再次，发动在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构具有一定研究素养及研

究兴趣的晟公后裔组成研究团队，并吸引唐史研究及李晟研究的其他

学者参加，对晟公名下各个宗派进行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历代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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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房派和家族。我们可以成立“陇西李氏文化研究会”，这个研

究会可以挂靠在黄冈师范学院，由我来负责，我们一起筹集研究经费，

对陇西李氏文化展开研究。现在虽然在民间也有一些李氏文化研究

会，但是学术性不强，也没有专门的时间来做研究，文献资料的使用

也受到很大限制，很难得到学术机构的认可，更难在官方的报刊发表

文章，其影响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官方性质的李晟研究机

构，以推动陇西李氏文化研究的跨越式发展。据我所知，在江西省兴

国县晟公后裔中，有“一门八进士”的谚语和事迹，也就是说在北宋治

平至淳熙年间的约一百年时间里，兴国县李潜家族里面，考中了李潜、

李朴、李格、李楫、李开瑞、李浑、李存、李谦八位进士，他们嫩中

的多数人成为著名学者和政绩卓著的官员。我想在其他地区，肯定还

有很多类似的典型，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可以占据一定地位的，是

值得我们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和系统总结的。 

第四，晟公研究由民间转向官方，获得政府认可和支持。对晟公

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播，要从民间转向官方，我们要找准一个切入口，

我认为最好的切入口就是由高校主办、由联谊会承办陇西李氏国际学

术会议，邀请媒体记者参加，扩大宣传，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我建

议，尽量筹集经费，可在明年由黄冈师范学院来主办，我们将邀请海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撰写论文，对李晟及其杰出后裔及家族

进行研究，会后出版论文集。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引起政府的重视，激起广大晟公后裔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实现官方、

学术机构与民间的良性互动。还可以在甘肃临洮建造晟公祠堂，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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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宜春建造宪公祠堂，修缮宪公陵墓，供海内外晟公和宪公后裔祭祀

凭吊，为当地旅游业及招商引资注入活力，这必然会受到当地政府的

高度重视。譬如，我们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以优惠价格拿到一块地，

用来进行李氏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与开发，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

展，造福于当地百姓。 

第五，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成立“陇西李氏文化传播与产业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对陇西李氏文化进行产业化策划与开发，可以撰写晟

公及其杰出后裔的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拍摄电影、电视和纪录片，

开发一批陇西李氏文化的文化产品。 

第六，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除了在各省设立分会之外，还要在

晟公后裔比较集中的县市设立联络处，这样各项组织工作才能落到实

处。选拔在当地晟公后裔中有较高声望又有较强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宗

亲来担任联络处负责人。 

三、我对宗亲联谊的展望 

社会和谐，离不开家庭和谐和宗族和谐；社会发展，离不开村落

发展和族群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

非常重视血缘关系。我们自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宗法制度严格的社

会，而是为了联络宗亲，沟通亲情，做一些有利于宗亲和谐和社会发

展的事情。我们的先祖晟公的事迹记载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

通鉴》等，在宋朝建立的武成王庙中，李晟是配享祭祀姜太公的七十

二名将之一，但是历来对他的研究非常不够。追思先祖晟公和宪公的

丰功伟绩，我们应该奋力拼搏，努力向前，创造美好的生活。在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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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的带领下，各位宗亲为宗族联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据我了解，

联谊会已经进行了多次活动，取得了很多共识，虽然我工作在湖北，

但我是江西宁都人，江西宁都可能就我一个人参加了，在此我代表我

的家庭、晟公的宁都后裔向联谊会的各位宗亲，向筹备会议的各位宗

亲表示敬意。 

我想，在现代科技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将被重

新唤起记忆，许多过去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东西会被重新审视，一些传

统的生命观、价值观会得到重新的认可和诠释。而“宗亲”这个概念和

理念就是其中之一。它让我们感到暖暖的亲情和厚重的历史感悟。我

们先祖晟公郡望陇西，其子孙后代广布于海内外。我们一脉相连，血

浓于水。 

我想宗亲联谊的明日将是更加团结亲睦、奋发有为、为社会作出

更大贡献、为人类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超级大家庭，晟公宗族

中将产生更多的杰出人才！ 

 

作者簡介：李桂生（1967－），男，江西寧都人，文學博士，歷史學

博士後，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副院長，主要從事兵家与諸子

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諸子文化与先秦兵家》（嶽麓書社）和《兵

家管理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表論文 30 餘篇。郭偉（1981－），

男，湖北襄陽人，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傳統文化研究，

發表論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