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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李浴日（1908.4.12～1955.8.7），广东雷州人（今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原名春清。李

浴日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现代中国文人从事军事学研究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军事理论

体系的主要倡建者，孙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他与浙江蒋百里、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

名海内外。他在军事学研究诸多领域，相当部分仍未有人超越，影响相当深远。”（摘自：百度

百科/客路镇/当地人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客路镇） 

「父母的心路与行脚」制作组中国行第四站来到了先父李浴日将军的故里后坑仔村，先父生于斯

长于斯，并在这里念私塾与教会学校度过了他童年的时光，中学后即负笈外地并成家立业，1941

年时曾衣锦还乡，兴建祖宅宝石厝。笔者孩提之时先父即英年早逝，与唯一在台湾的大伯父李春

绣并不熟稔，且因两岸内战相隔，祖籍亲友亦无从交流，因此对先父故里旧事了无所知。然皇天

不负苦心，虽然此次乃首度回乡，即使短短的两天三夜行程，不仅造访了先父的故居、故里，也

探访素未谋面的族人亲戚，还搜集到许多先父遗闻轶事，一竞自己多年心愿，也尽此生人子之

孝，可谓硕果累累。 

二、湛江市与雷州市 

      1．行政区划 

湛江市旧称广州湾，十九世纪时为法国租界，现是广东省的第六大城，二级省辖城市，其下辖四

区三市二县。雷州市原名海康县，乃湛江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广东省西南端的雷州半岛中

部，两面临海，是广东省唯一一个县级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客路镇属雷州市，南距雷州市

24 公里，东北距湛江市 42 公里，下辖 2 个居委会和 30 个村委会。后坑仔村为水标村委会下辖 8

个自然村之一，居民约 600 人，土地面积约 800 亩，主要种植花生、甘蔗、芋头、北运菜等，年

人均收入 1700 元，现任村长为李仁语，副村长李建权，出纳李仁礼。 

     2．往返交通 

从广州白云机场搭乘南方航空向西南方向飞行一小时至湛江市（图 1），（或乘高铁则约 3 小

时），再从机场乘出租车西南方向至雷州市五星级樟树湾大酒店，车行约 1 小时合 200 人民币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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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从樟树湾大酒店乘出租车西北方向经 207 国道到客路镇，第一个右转入 389 乡道，1

公里后左转即是后坑仔村，行车约 30 分钟 70 人民币（图 3）。若从湛江机场乘车直接到后坑仔

村则仅需 1 小时多（图 4）。 

      
    （图 1）广州至湛江    （图 2）湛江至雷州      （图 3）雷州至后坑仔      （图 4）湛江至后坑仔 

 

3．风景名胜 

雷州有雷阳八景：雷冈耸异（雷祖祠）、万顷连云（东西洋）、东海波恬（双溪口）、一龙烟绕

（捍海大堤）、雁塔题名（三元塔）、西湖翠拥（雷州西湖）、七星拱秀（七星岭）、双髻梳妆

（双髻岭）。但由市政府近年开发的两个新景点清端园与邦塘古民居，颇为吸睛值得在此一述。 

（1）清端园：为纪念陈瑸廉政史迹而建。陈瑸（1656-1718）为清代康熙年间名臣，曾三次统领

台湾，史称“治台第一人”。清端园坐落于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占地 8000 平方米，以原为三

间土坯墙茅草房的陈瑸故居为中心扩建而成。2006 年，雷州市纪委牵头，政协、统战部等单位筹

集资金约 400 万元投建清端园，目前园内主要建有陈瑸故居、陈瑸纪念馆、陈瑸石塑像、陈瑸诗

廊、青莲池、思贤亭、陈瑸廉政名言警句石碑等。故居坐北朝南，三间五房形制，占地 160 平方

米。正门为三星门，门顶镶嵌圣旨褒扬“国家祥瑞”石刻匾额；左右两边侧门顶分别镶嵌“尚书

门第”和“贤良基址”石刻匾额。 陈瑸纪念馆位于陈瑸故居背面，前面有陈瑸石塑像，始建于

2007 年，完成于 2015 年，占地面积 200 多平方米。馆额和两旁门联“清廉德范扬台海，端正高

风耀古今”，均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所题。馆内珍藏康熙皇帝赐匾和台湾闽南文

化研究会赠送牌匾等文物，陈列陈瑸生平活动简表和勤政廉政事迹等。 

   
                                                                        陈瑸故居大门                                                 陈瑸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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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邦塘古民居：邦塘古民居位于雷州市白沙镇邦塘村，早在明朝中期，邦塘村李氏始祖李德

重从鹿洲岛（现湛江东海岛东山镇东头山）迁居此地，至今二十三世，历经四百多年。全村有一

百余座古宅，大部分集中在邦塘南村，建筑形制如官府布局，堪称古民居博物馆。李光祖一家拥

有古宅十多座，由四条巷道连成一体，现保存较好的有“廉让间”、“中和”两条巷道，较有观

赏价值的是“居由轩”和“李云龙家宅”。2006 年该村在市委挂点领导湛江市委常委、雷州市委

书记李昌梧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邀请广东海洋大学有关专家对村道

路建设、古民居修葺、生态环境保护和有关景点建设进行了全面合理规划，投入近 400 多万元，

对农业生产设施，人居环境进行整治。如今，邦塘村焕然一新，古色古香的古民居群与新建景点

交融辉映，别具一格，是雷州市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突出的好典型，被誉为“雷州第一村”，也被

评为中国十大古名村之一。 

   
                                              邦塘古村鸟瞰                                                                           邦塘古村民居 

        4．雷州特色 

雷州土产有黄皮果、菠萝、杨桃、甘蔗、蕃薯。雷州的饮食以清淡为主，但是雷州的辣酱很出

名，北方甚至全国的虎皮尖椒大部分原料都来自雷州，可谓是辣椒的始祖，吃起狗肉煲来，辣椒

酱是必备的。另外，被评为湛江市“五大美丽海岛”之一的赤豆寮岛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面积

60 万平方米，岛上有清泉、麻黄林带、海滩宽约 500 米，沙白、水清有白沙滩长城之称，岛上还

有一个旅游度假村。 

     
                                                             赤豆寮岛                                  雷州名菜：民安灶蟹、蒜蓉沙虫、江瑶柱、湛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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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图片 

   

                     湛江海港工业区鸟瞰                               湛江市郊区鸟瞰 

   
          从雷州市樟树湾酒店看城市建设                 樟树湾酒店中庭 

   
       樟树湾酒店大堂                     酒店住房                         酒店旁茂德公鼓城 

  
                       雷州市街景                     客路镇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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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坑仔村 

李浴日的童年故居位在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三百多年前李氏祖先自吴川市黄坡镇平泽村落腳

后坑仔村，历经滿清革命、民国、对日抗战、解放、文革、改革开放到如今，饱经战乱风霜，至

李浴日已是第八代，但是村里依然保留当时先人群居的传统。从客路镇右转入 389 乡道（图

5），约 1 公里后左转即是后坑仔村村口，顺着土路前行 100 公尺，右边是李氏宗祠，稍前左侧

则是村里新建的水塔，再前行约 100 公尺，左手是鱼塘，右边就是李连顺/连安公兄弟群居的一

排聚落，其中之一即是李浴日的童年故居，如今虽然断垣残壁但依然屹立不摇，实属幸运难得，

沿聚落走到巷底左边即是连顺公祠。 

  
  （图 5）389 乡道左转入后坑仔村：黄圈-宗祠，蓝圈-水塔，红圈-李浴日故居，绿圈-连顺公祠 

   
          后坑仔村李氏宗祠              村内新建水塔                   路边土地公香炉 
 

   1．连顺/连安公祖厝聚落 

代表岭南兄弟群居的连顺/连安公祖厝聚落现存共二栋四宅，为一栋二宅双屋拼的格式，以砖石

为外墙，两宅间以夯土内墙隔之，每栋以约三尺宽的防火巷相间，属雷州半岛的农村建筑风格。

图 6 是聚落的航拍地块图，依村里四位仁字辈后人（仁奇、仁语、仁礼、自强）所述，归纳为：

地块 A 为宝石厝（连顺公祖厝之二）旧址，地块 B 与 C 为连安公祖厝的双拼屋，目前依旧完整且

有人居，地块 D 乃李浴日故居（连顺公祖厝之一），地块 E 乃一墙之隔相连的连安公祖厝残迹，

地块 F 则为连顺公空地与连顺公祠相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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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李连顺/连安祖厝聚落航拍图：A 宝石厝，BCE 连安公厝，D 李浴日故居，F 连顺公地 

    
       图 6 中的 A（原连顺公宝石厝地 ）                 图 6 中的 B 与 C（连安公厝）                 图 6 中的 E（连安公厝）      

                     
                       图 6 中的连顺公祠                                     图 6 中的鱼塘               李仁礼手记地块图                            

        
                                  李仁奇绘地块图                                  李 仁语绘地块图                             黄自强绘地块图 

       2．李浴日故居（连顺公祖厝之一）（航拍位置参看图 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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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顺公祖厝是李浴日先生從事水泥工的父亲百年前一砖一瓦亲手所建，亦是李浴日的童年故居，

如今虽是断垣残壁杂草丛生，但依然屹立不摇，那坚挺的红砖外墙亦仍旧厚实，属于晚清雷州半

岛一进院落的三合院（仅约 12 米 X12 米大小）农村家屋建筑，采用的是穿梁式结构，屋顶建筑

也是常见的硬山顶。街门朝东北方，门宇式的正门，门上有广梁，上面有壁画，门厅左边有一间

厢房，穿过门厅就是中庭，中庭右手是墙，座手有正房三间，西南面的倒座房是厨房和厕所。 

   
                              斑驳的门宇式正门                             依旧厚实的红砖外墙                            中庭内院杂草丛生         

    

                              残缺的门厅屋顶                                  破落的内间夯土墙                                   约三尺宽的防火巷 

   

                                           仁奇绘李浴日故居平面图                                       自强绘李浴日故居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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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宝石厝（连顺公祖厝之二） 

宝石厝由浴日与兄春秀为父亲连顺公所建，完成于 1941 年间，为一四合院建筑，并附有三层砖

造炮楼，作为抵御盗贼土匪之用。大门上坎有前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为李浴日亲题的《宝石》二

字青石匾额。1944 年韶关沦陷日寇后，李浴日曾将夫人瑶芝与长子仁师暂置宝石厝避险，支身前

往四川重庆述职，隔年抗战胜利，全家再团聚于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村内族人遭受

反革命批斗，宝石厝也被毁于阶级斗争。以下四图为村内仁字辈兄长依凭记忆所作的手绘图。 

    
                                          仁计绘宝石厝平面图                                                  仁计绘宝石厝正面图 

    

                                                        仁奇绘宝石厝平面图                                        强绘宝石厝平面图 

    4．乡村图片 

   
        后坑仔村新建民居                      后坑仔村农地                      遂溪县路过的炮楼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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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州宗亲 

李氏祖先自三百多年前清代早期从吴川市黄坡镇平泽村迁到后坑仔村至李浴日（又名春清）已是

第八代，其祖父天祥公有三子：连顺、连安、连泰，父连顺公有二子：春绣与春清，这次见到伯

父春绣系的：堂兄仁奇与侄子李小平，二堂姐玉芳与外甥陈永强，三堂姐素英，四堂姐少兴与外

甥陈昌连，大堂姐丽华系的外甥黄自强与外孙黄俊智外孙女黄海珊、外甥女黄婧婧；并连络上堂

兄仁计、侄子李刚。也见到叔祖父连安公系的堂兄弟仁礼、仁谦、仁语、仁模、仁策等。 

     1．此行与会亲戚的宗族关系列表 

姓名 父母名 祖父名 曾祖名 高祖名 天祖名 烈祖名 住址 
李仁雄 李浴日/赖瑶芝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美国 

李仁缪 李浴日/赖瑶芝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美国 

李仁计*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北京 

李仁奇 李春绣/陈珠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遂溪县 

李玉芳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遂溪县 

李素英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雷州市 

李少兴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雷州市 

李仁语 李春深 李连安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仁模 李春深 李连安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仁礼 李春远 李连安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仁谦 李春远 李连安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仁策 李春活 李连安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刚* 李仁友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哈尔滨 

李小平 李仁奇 李春绣/陈珠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遂溪县 

黄自强 黄荣身/李丽华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雷州市 

黄婧婧 黄荣身/李丽华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雷州市 

陈永强 陈兆南/李玉芳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遂溪县 

陈昌连 陈发奇/李少兴 李春绣/钟玉英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广州市 

黄俊智 黄自强 黄荣身/李丽华 李春绣 李连顺 李天祥 李广盛 广州市 

李建銮* 李仁辉 李春典 李连泰 李天祥 李广盛 李文和 湛江市 

李建权 李仁道 李春福 李连芳 李天资 李广成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建祝 李仁德 李春南 李连尚 李天资 李广成 李文和 后坑仔村 

李洪仁* 李立荣 李建明 李仁来 李春轩 李连尚 李天资 湛江市 
（* ：未见面，仅微信联系） 

      2．后坑仔村李氏由來 

约公元前 1100 年商朝末期，理官的后裔理利贞在当今河南省鹤壁市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得以

活命，故改姓李氏，是为中国李姓的得姓始祖。约公元前 200 年秦朝时期，李氏的后代李崇从

河南省到甘肃省临洮市出任陇西郡守，是为陇西李氏始祖。约公元 750 年中唐时，临洮市李氏

的后代-大将军李晟因战功被册封为西平郡王，是为李晟一世祖。同时，李晟之子李宪从甘肃

省到江西省宜昌市出任洪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是为西平堂李氏始祖。约公元 1250 年晚宋时

期，李宪后代李承元从江西省宜昌市到广东省化州任化州路判，是为上院李氏始祖。约公元

1700 年清初时期，李承元的后代李秀彬从广东省吴川市迁到后坑仔村，是为后坑仔村李氏始

祖。（参看附件一、《李氏承元公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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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影图片 

    
左：李仁语、李仁礼、李仁模、李仁缪、李仁雄、李仁策、李仁谦                 黄婧婧（左一）李素英（左五）黄自强（右三）           

      
              李建祝（左一）李建权（左三）                李小平（左三）李仁奇（右三）李小松（右一）        

   

                                      李玉芳（左三）陈永强（右三）                         黄自强（左一） 李少兴（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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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昌连（左前一）黄海珊（左后二）黄俊智（右六）黄海珠（右二）                     后坑仔村乡里 

  
                                        村民燃爆竹夹道欢迎                                             赠送红包给远道返乡族人的习俗讨个好彩头 
 

五、未来展望 

雷州市是广东省唯一一个县级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风景秀丽，但是贫困人口还有很多。广

东省扶贫办 2017 年公布了全省 2277 个相对贫困区名单，其中湛江 218 个贫困村，有 73 个在雷

州，在广东贫困村最多的 10 个县中排名第三，客路镇水标村委（下辖后坑仔村）为其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10/22/30190115_670414634.shtml 

     1.   扶贫脱困 

为了促进地方建设、提升村民文化水平与公民自信、扶贫脱困共进小康，吾等希望藉李浴日将军

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来实践“文化下乡，回馈祖国”的理念。首先，为了让村民与地方领导对李

浴日有充分的认知，吾等计划举办一次「李浴日研讨会」，以助日后村里建设工作的推展；其次

是推动硬体建设，计划整修李浴日故居、重建宝石厝、设立「李浴日纪念馆」、构筑公共空间，

建设公园化的「李浴日兵学文化纪念园」，发展成为观光景点，带动雷州旅游产业；最后是开发

软体建设，成立「孙武子研究会」，培养在地兵学人才，进而发展为兵学创意园区、国家兵学教

育基地，以传延中华兵学。如此，一方面向世人展現我儉仆群聚的雷州岭南文明，同時也展示李

浴日在兵学文化上的贡献，承担起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时代责任。 

      2．筹开李浴日研讨会 

目的：在雷州召开“李浴日研讨会”，是为了让雷州人了解和认识李浴日这位民国时期兵学重要

人物,进一步宣传他的兵学思想。 同时，也是为了让故乡雷州了解和认识在美国的浴日家族及其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710/22/30190115_6704146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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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争取当地官员和老百姓支持重修和重建“李浴日祖厝”，为筹建「李浴日兵学文化纪念

园」打下基础。 

对象：雷州地方政府相关人员，有市委宣传部、市政协、对台办、外事局、客路镇政府以及水标

村委会和后坑仔村代表等。 

讲者：湛江高校地方高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雷州地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等。 

举办：由李浴日纪念基金会赞助，计划委托湛江岭南师范学院主办，承请湛江市委宣传部、统战

部、社会科学联合会等指导。 

日期与地点：待定。 

   3．筹建李浴日纪念馆 

依政府《古建筑保护条例》、《名人故居保护管理条例》，李浴日故居符合下列条例：（1）建

于 1911年以前，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民居、寺庙、祠堂、义庄、会馆、牌坊、桥梁、

驳岸、城墙、古井等建筑物、构筑物；（2）建于 1949 年以前，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

优秀建筑和名人故居。又据政府目前有贊助重修或重建文物古跡的條例：（1）名人故居可以申

请为文物保护单位。（2）如果李浴日故居申请为非国有博物馆后（符合非国有博物馆的申请条

件，如文物 300 件，经广东省文物局鉴定，建筑面积 400平方米等等），经过审批核准，广东省

文物局每年依法拨出 10万元以上作为非国有博物馆文物保护费用。 

由此，李浴日故居属晚清时期雷州半岛的农村家屋建筑，吾等计划依照原样整修、修旧如旧，而

宝石厝则在原址依原样重建为李浴日纪念馆。以整修李浴日故居→新建李浴日纪念馆→李浴日文

化纪念园→兵学创意园区→国家兵学教育基地为系列目标，先邀请古建筑学者专家进行鉴定、评

估、规划，再与村民领导沟通协调，拟定工程计划后，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继而寻求私募或公

家筹措资金，按步就班完成硬体建设。最后拟请政府依据《古建筑保护条例》、《名人故居保护

管理条例》给与赞助，建设完成后，依法申请为非国有博物馆，争取文物保护补助。 

六、结语 

此次雷州首行，最要感谢外甥黄自强全程招待在地交通与饮宴事宜，短短两三天内不但走访了先

父的祖籍与故居，还见到了多位素未谋面的亲友与文友李龙，更有幸结识雷州市常委书记兼统战

部长领导谢敏，客路镇党委书记饶环宇、与村长李仁语、副村长李建权、出纳李仁礼、水标村委

会陈玉芬等重要领导与干部。如今吾等已发起三个微信群组，借此与乡亲们密切交流，为日后工

作打下基础，亦将参照雷州市清端园与邦塘古民居的建设为例（参看本文第一节第三段），希望

将来在政府的支持、村民的认同下，逐步发展纪念先父李浴日的硬体与软体建设，从而协助村民

扶贫脱困，并发扬传承我中华兵学。 

 

李仁缪谨记 2018 年 9 月 

 

附件一、《李氏承元公系谱》 



 

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 

《李氏承元公系谱》 
 

为纪念李浴日先生而作 

 

 

 

  

李仁缪编纂/黄俊智制图 2018 年 9 月 

编自：《上院李氏族谱》（李锦祥，李世忠手稿）、李氏起源、陇西李氏、上院李氏与后坑仔村李氏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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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二、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李氏的由來；三、广东省化州市上院李氏始祖承元公系谱；四、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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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李氏是中国第一大姓氏，同时也是华人与世界第一大姓，人口超过 1.2 亿人。 

李姓起源（商-李利贞）：中国上古时期 “五帝”之一颛顼的后代皋陶，在尧舜时担任掌管刑狱的理官，他的子孙世袭了

“大理”职务，并以官为姓，称为“理氏”。商代末年，皋陶后代理征因办案公正，得罪了纣王（公元前 1105-1046 年），

被无故处死，其妻带着儿子利贞逃难，一路上以木子为食才得以活命。为了不忘这段蒙难的历史，利贞的母亲决定将

“理”姓改为“木子”构成的“李”姓，李利贞从而就成了李姓的得姓始祖。 

陇西李氏（秦-甘肃临洮-李崇）：是中国歷史中古时代一个以陇西郡（今甘肃省临洮县）为郡望的李姓家族，始祖是秦陇西

郡郡守李崇，为秦朝（公元前 221-207）御史大夫李昙之长子。陇西李氏在南北朝时为北方最显赫士族之一，后有李渊灭

隋，建立唐朝，李氏成为皇族。 

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唐-甘肃）：唐代太尉、中书令、三镇节度使李晟（公元 727-793 年）世居陇西，因平朱泚之乱被唐

德宗册封为西平郡王。因功高震主，贞元三年，唐皇剥夺了李晟的兵权，李晟有十五个儿子，李宪李宪因此就被调到江南

西道的洪州（今江西`南昌）任刺史，成为宜春的西平堂李氏的开山始祖，它的后裔供奉他的父亲西平郡王李晟为一世祖。 

上院李氏（宋-广东化州-李承元）：据《上院李氏族谱》述：「粤西化州有一处陇西李氏后裔聚居地，名曰“上院李

氏”。」 上院李氏始祖为承元公祖籍江西省吉安县，乃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廿二世孙，宋景定年间（公元 1260-1264

年），仕化郡（今广东省化州市）路判。  

后坑仔村李氏（清初-广东雷州-李秀彬）：据《后坑仔村族谱》载，后坑仔村始祖为李秀彬，乃上院李氏承元公第十九世

孙、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代孫。清代（公元 1644-1911 年）早期，秀彬公自黄坡镇平泽村迁五合，后定居海康县第三区

后坑村（今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秀彬公原配黄氏，续娶林氏。至连顺公那一代，已历经七世（即秀、炳、茂、文、

广、天、连七代）。  

后坑仔村天祥公系（晚清-广东雷州-李天祥）：后坑仔村天祥公有三子，分别取名为连泰、连顺与连安。连顺公娶王氏， 生

三子春魁、春绣与春清，春清即是李浴日先生（公元 1908-1955 年），是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七代孫。 



《李氏承元公系谱》 

3 

 

二、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李氏的由來 
 

1．迁徙地图 

 

2．时间表 

约公元前 1100 年商朝末期，理官的后裔理利贞在当今河南省鹤壁市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得以活命，故改姓李氏，是为中国李姓的得

姓始祖。 

约公元前 200 年秦朝时期，李氏的后代李崇从河南省到甘肃省临洮市出任陇西郡守，是为陇西李氏始祖。 

约公元 750 年中唐时，临洮市李氏的后代-大将军李晟因战功被册封为西平郡王，是为李晟一世祖。 

同时，李晟之子李宪从甘肃省到江西省宜昌市出任洪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是为西平堂李氏始祖。 

约公元 1250 年晚宋时期，李宪后代李承元从江西省宜昌市到广东省化州任化州路判，是为上院李氏始祖。 

约公元 1700 年清初时期，李承元的后代李秀彬从广东省吴川市迁到后坑仔村，是为后坑仔村李氏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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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表 
 

李姓名号 姓名 朝代 大约年代 距今约 今地区 官位 西平郡王世代 

中国李姓得姓始祖 李利贞 商末 公元前 1100 3000 年 河南鹤壁市 理官之后裔  

甘肃陇西李氏始祖 李崇 秦 公元前 200 2300 年 从河南到甘肃临洮市 陇西郡守  

 李晟 中唐 公元 750 年 1300 年 甘肃临洮市 西平郡王 西平堂李氏一世 

江西西平堂李氏始祖 李宪 中唐 公元 750 年  从甘肃到江西宜昌市 洪州刺史 李晟之子 

广东化州上院李氏始祖 李承元 晚宋 公元 1250 年 800 年 从江西到广东化州市 化州路判 李晟二十二世孙 

广东雷州后坑仔村始祖 李秀彬 清初 公元 1700 年 300 年 广东吴川市到后坑仔  李晟四十世孙 

 李浴日 清末 公元 1910 年 100 年 后坑仔村 少将高參 李晟四十七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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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省化州市上院李氏始祖承元公（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廿二世孙）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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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始祖秀彬公（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之四十世孙）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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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坑仔村天祥公（连顺/连泰）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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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后坑仔村天祥公（连安）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