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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世系图》，一个“陇西
堂”，道明了松柏岭李氏的
发源。据记载，松柏岭李
氏尊西平郡王李晟为始
祖。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
潭（今甘肃临潭）人，左金
吾卫大将军李钦之子，唐
朝中期名将。李晟出身
于陇西房分房丹阳房之
一支，即陇西李氏，后徙
京 兆 房 ，与 当 时 的 唐 皇
族不属于同一房。李晟
在 唐 德 宗 时 ，率 军 讨 伐
藩镇田悦、朱滔、王武俊
的叛乱；朱泚叛据长安，
他 回 师 收 复 长 安 ，任 凤
翔、陇右节度等使，兼四
镇、北庭行营副元帅，封
西 平 郡 王 ，去 世 后 被 追
封 为 太 师 ，赠 谥 号 忠
武 。 陆 游 曾 写 诗 赞 曰 ：

“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
逆贼清旧京。”李晟一生

清廉、忠义两全、豪气干
云，戡乱定难。

李氏岭南始祖安政公
为李晟第十子李宪之后，
为李晟的十五世孙。据
《广东李氏安政公谱系》
“凡例”一文中记载，“本谱
所载西平王李晟后裔入
粤，目前发现有三大支派，
一是宪公十四世孙李安
政，二是骞七世孙李邵，三
是李銮。”李安政于南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被
任命知广州府，从此在广
东遍地开枝散叶，被奉为
入粤李姓始祖。

南宋德祐二年（1276
年），李氏先人到潼湖落
居 建 村 ，由 于 村 落 附 近
的山岭生长很多松柏树，
松柏树刚正不阿，一年四
季常绿，而 常 青 寓 意 健
康 长 寿 ，生 活 和 事 业 称
心 如 意 ，所 以 取 名 为松
柏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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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家训
敬祖宗，敦孝悌；
睦宗族，端伦常；
友昆仲，和夫妇；
教子孙，尚勤俭；
恤孤寡，戒唆讼；
安生理，勿非为；
忌毒染，慎嫁娶；
勉诵读，重交游；
谨丧祭，远酗酒；
出异教，省自身。

一家三代
从军报国

历史上，李学一上奏本绘地图，助
平寇安民生，“从军报国”似乎是李氏
族内不必言说的默契，好似“李氏家训
二十则”在“省自身”章节中记载的“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人生要意”
在一遍遍照进现实。

70岁老人李连稳家门口静静悬挂
的“光荣之家”四个烫金大字，客厅整
齐摆放着的军人的荣誉和奖章，在无
声述说着这家人三代从军、为国效力
的故事。

1969 年，16 岁的李连稳报名参军
后，跟随部队来到珠海军营。“父亲虽
没有文化，但从小就教导我们要老实做
人、待人和善、奋发图强，努力做一个
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也一直鼓励我报名
参军。”李连稳说，初入军营，面对高强
度、高标准的训练，以及身体上的不协
调、训练节奏的不习惯等而感到不适，
但每每想起父亲的嘱托，就会咬紧牙关
坚持。

1975 年，李连稳退伍回乡，选择
自主就业。“因以前家里很穷，加上
父亲英年早逝，返乡与家人协商后，
决定兄弟分家。家训中记载着‘敬
祖宗，敦孝悌；睦宗族，端伦常’，我
们 虽 分 家 ，但 关 系 一 直 都 非 常 和
睦。”李连稳说。

“吃苦耐劳是军旅生活中最大的收
获。‘尚勤俭’是祖上对我们的寄托。”
李连稳告诉记者，自主创业时非常艰
难，但总想着咬牙坚持，日子也一点点
有了起色。

在李连稳看来，军旅生涯是弥足珍
贵的经历。在其儿子、孙子达到适龄阶
段时，他们都踏上从军之旅。其儿子李
武军1993年应征入伍，于2020年退伍
返乡创业，其孙李昊（李武军儿子）也
在去年报名参军，如今正在服役。

“年轻时我也想参军，后未能如愿，
这对我是个遗憾。”李连稳儿子李文军
（李武军弟弟）告诉记者，父亲退役后
经常教育他们，要做一个忠诚厚道之
人，也要能吃苦敢担当，努力奉献社
会、报效国家，也会经常分享军旅生活
故事，他非常向往。

“军旅是一段特别的经历，能学到
很多东西，可以一辈子受用，也将是自
己一辈子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世代守
望的‘训条’。”李连稳说。

明嘉靖万历年间，惠
州文化教育空前繁盛，杰
出人才不断涌现，不少家
庭和家族还出现了子承父
业、青胜于蓝的可喜现象，
如叶春芳的弟弟叶春及、
儿子叶梦熊，杨传芳的儿
子杨起元，叶时的儿子叶
萼，李鹏举的儿子李学一
等，是其中的典型。

惠州文史专家吴定球
认为：“促成这一文化现象
的出现，固然有诸多原因，
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
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在
众多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
中，对子弟要求最严、督导
最勤的，当数李鹏举。”

李学一，字万卿，李鹏
举之子，自幼聪慧过人。
11 岁时随李鹏举到永福
寺拜见薛侃，“侃试而异

之，以为家学不陨”。李鹏
举因此对儿子寄予厚望，
更加注重对他的教育。嘉
靖三十年（1551 年），李学
一补博士弟子，在外任官的
李鹏举即写信训诫儿子：

“家中凡百务要节俭，饮食
衣服须从朴实一边，自可长
久为人……虽不以此为介
意，而见上官礼貌不恭，亦
未尝不以为悔也。”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李学一乡试成绩优
异 ，高 中 解 元 ，年 仅 24
岁。次年，他进京参加会
试，李鹏举遂写信向儿子
表示：“中（进士）后，务须
谦虚，求益于诸老先生长
者，自当长进。勿学轻薄
后生，凌傲先辈，自取损
也。”如果不中，也别要求
去做学官，而是回家认真

读书。纵将来不中，亦是
有学之士，推之治理仕路，
无不过人。

李学一经过三次落第
之后仍不懈努力，终于在
隆庆二年（1568 年）考中进
士，被选入翰林院充庶吉
士。按理说已是功成名
就，但李鹏举仍接连写信
提醒李学一“最不可自满
自是”。

后来，李学一以进士从
政，任御史敢于抗颜直言，
任湖广参议不趋附权贵，任
贵州督学则选贤得士，皆为
时人所看重。这与李鹏举
早年严而有法的家庭教育，
无疑有直接关系。

李学一去世后，修志
者对他的评价为：“为人坦
夷无城府，友爱诸弟，不见
其过”。这位惠州先贤被

记于惠州西湖五先生祠，
郡人还为他在四牌楼建了
一座恢宏气派的牌坊，榜
曰：“解元进士。”

时 光 荏 苒 ，文 脉 传
承。如今的松柏岭李氏家
族依旧恪守先人遗训，进
一步传承和发扬先人的美
德，人丁更加兴旺、事业更
加辉煌。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松柏岭李氏家族已
经发展到 2 万余人，其中
潼 湖 三 和 村 李 氏 族 人
2800 余人，三和村松柏小
组李氏族人400余人。据
松柏岭李氏第二十二世后
人、李氏族长（会长）李连
稳介绍，目前的李氏家族
崇 尚 从 军 报 国 ，村 里 有
10%以上的李氏后人都有
从军经历，“比如我们家三
代人从军。”

“松柏者，枯石缝中可
生，冬夏常青，凌霜不凋，
可傲霜雪。”《幼学故事琼
林》有云：“竹称君子，松号
大夫”。松柏树象征着坚
强、刚强、坚毅的品格和无
畏精神。松柏岭李氏家族
牢记李氏祖先清正廉洁的
遗训和家风家教，经过前面
几辈人的创业开垦、辛勤劳
作，甚至养鸭谋生，逐渐成
长为惠州地区历史悠久的
望族。特别是到了明代，
这一望族的人才在积蓄力
量之后，如甘泉般涌出。

“木本水源自有因，从
来世系互相亲。儿孙应立
光 前 志 ，要 振 遗 徽 励 后
人。”据李氏宗祠“仕宦乡
绅录”记载，从明初洪武年

间，松柏岭李氏第四世李
富山以人才征为行人，逐
渐发展为书香门第；第七
世李胜为平海司言警史，
因办公有功，升往惠州府
封为大夫策；第八世李伯
端，赠征仕郎；第九世李
信，官至江西布政司正理
问。到了第十世李鹏举、
李大有，及第十一世李学
一时，松柏岭李氏的声望
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李鹏举，字起南，号吟
云、海云。据说，李鹏举生
而慧颖，不类凡儿。父亲
李信对李鹏举寄予厚望，
听闻理学家薛侃来惠讲
学，遂命李鹏举师事之。
明 嘉 靖 二 十 五 年（1546
年），李鹏举与从兄李大有

一同参加广东乡试，双双
中举。广东按察司副使的
何元述，特地为二人题匾

“双凤齐鸣”。嘉靖三十年
（1551 年），李鹏举获授浙
江省余杭县教谕一职，从
此走上宦海生涯，历官浙
江省杭州府余杭县教谕，
安徽省泗州盱眙县知县，
广西省梧州府通判，梧州
府怀集县、容县知县，浙江
省台州府同知兼临海县知
县，德府长史等。

在良好的家风家教影
响下，李鹏举成长为至诚
至孝之人。明嘉靖三十三
年（1554 年），因母亲刘孺
人 逝 世 ，李 鹏 举 丁 忧 返
乡。他返乡后不久，父亲
李信也随之过世。他将父

母合葬于海滨鹤嘴山，并
改号“海云”，以志哀思。
他的好友、明代文学家田
艺 蘅 有 一 篇《与 李 起 南
书》，记载了李鹏举因丧亲
而哀毁异常的感人事迹：

“窃见足下闻讣以来，躬赎
无所，长号屏食，哭泣几
绝，血多于泪，骨减于柴，
使及门之徒，无不伤感。”
田艺蘅劝李鹏举节哀顺
变，切莫哀毁伤身。

李鹏举辞职归田，返乡
后“日与乡族子弟讲学不
倦”，安度晚年。后来，其子
李学一将他的梧州书稿汇
编为《宦梧稿》，并请万历朝
内阁首辅沈一贯作序。沈
一贯阅毕书稿，由衷赞叹
曰：“公，惠州大儒也！”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林
海
生

杨
锦
强

家
族
声
望
明
代
登
顶

贰

严
慈
相
济
培
育
英
才

叁

惠州历史文脉源远流长，
名门望族优良家风代代传。
惠州晚清古人中，有“三尚书、
四御史、湖上五先生”之说，代
表着当地文人最高水平的群
体，他们的故事广泛流传。这
些惠州籍名宦重臣之所以学
问、道德、功业冠绝一时，离不
开良好的家风家教。

“湖上五先生”之一的李
学一属惠州仲恺潼湖三和村
松柏李氏，据《李氏族谱》记
载，其家族起源要追溯至700
多年前，彼时安政公因得罪朝
廷不能“衣锦还乡”，便带着4
个儿子退入深山，于南宋德祐
二年（1276年）迁移至当地开
基立业。在其家族史上，世代
遵循“李氏家训二十则”。至
今，他们的家风家教依然具有
跨越时空的魅力，仍深深地根
植于潼湖这片古老而富有生
机的土地上。

为了探究惠州名门望
族经久不衰的密码，羊城
晚报联合惠州市东江书
院在惠州各县区展开考
察调研，开设“惠州名
门世家”栏目。本
期将走进潼湖松柏
李氏，探究其家族
的核心精神内涵
如何适应时代变
化，并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林海生 杨锦强）

编者按

仲恺潼湖：

松柏李氏出名门
优良家风育英才优良家风育英才

“行人世泽，苑马家声”。当我
们来到这座依山而建的古老村庄，
推开这扇厚重的红色大门，一股古
老而悠久的文化气息扑鼻而来。这
里曾经是历史上归善县鼎鼎有名的
地标松柏岭（现惠州仲恺高新区潼
湖镇三和村松柏小组）。如今的松
柏小组位于潼湖镇东部、三和村西
北面，北壤观洞水库，地处中韩（惠
州）产业园起步区核心地块，面积约
1.46平方千米。

有谁能想到，这个弹丸村落，竟
有 700多年的建村史，特别是到了
明代，从这里接连走出了以李鹏举、
李学一父子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
物。“松柏岭李氏是名副其实的惠州
明代名门望族”的说法流传一时，并
非空穴来风，经得起历史考究。

文/白瑞强 图/王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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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举与从兄李大有一同中举，广东按察司副使
何元述特地为二人题匾

松柏李氏宗祠松柏李氏宗祠

松柏李氏宗祠“仕宦乡绅录”

松柏李氏第四世李富山立“代天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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