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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仲里新志》是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主要依靠会员和族人，自筹资

金，自身考查、编纂的家志。‘
’

二、《仲里新志》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客观、

科学地记述仲子以及与仲子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仲氏姓源》冠其端，

记述仲子及其祖先。又首写《先贤仲子》生平事迹、美德，综述历史，‘统领

全志。设《仲氏姓源》、《先贤仲子》、《仲子集纪》、《仲氏宗族》、《仲氏人物》、

《仲庙》、《仲林》、《仲府》、《仲研诗文选》《仲子研究》共10卷，43章，58

节，分别记述仲子祖先，仲子生平、美德，仲子后裔，文化遗存，仲子研究，

以供读者了解仲子及其后裔的历史和现状。卷末设《附录》，辑录有关重要

历史文献资料及艺文，佐证史实。

三、《仲里新志》按照志书的一般要求，采用志、记、传、述、图、表、

录诸体，以志体为主。另有照片，丰富本志内容，文图并茂。

四、《仲里新志》上起仲子诞生，即公元前542年；下限公元2004年。

五、《仲里新志》是一部志谱结合的书籍，除叙事之外，介绍了仲氏后

裔的分布及其地址、人口、始迁祖等，上有始祖，下有分支、分布，有纲有

目，纲举目张。

六、《仲里新志(仲氏人物)》卷，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时间跨度

二千五百余年。根据史料，古代人物简炼，现代人物稍细，分宗子、支子和

仲研人物三章，一律按代别排列，搞不清代别的，在同类别中，靠后空两行

排列。由于本书系仲子历史研究会编辑，会员和族人中有识之士出了大力，

否则，就没有此志，故人物卷中干0载了他们的简历。

七、入志资料，凡涉及历史地名，依据历史资料实录，并加注现地名；凡

涉及纪年，均按历史实录，并括注公元年份，仲子生卒月日依照史载旧历。

民国元年后，年月日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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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入志资料，收自文献、实物及调查研究资料。文献资料主要来自《论

语》、《孟子》、《礼记》、《史记》、《春秋左传》、《滋阳县志》、《泗水县志》、《黄

县志》、《隶释》、《权戴之文集》、《辞海》、《辞源》、《中文大辞典》、《元和姓

传》、《古今姓氏书辩证》、《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姓氏急献篇》、《排韵增广

事实氏族大全》、《万姓氏谱》、《氏族增考》、《姓辞》、《姓氏谱纂》、《姓氏辨

谈》、《姓氏寻源》、《百家姓考略》、《宛陵之脉仲氏族谱》、江苏《海安仲氏

族谱》、江苏《沭阳仲氏族谱》、《睢濉支谱》、《水经注校》、《诗经全释》、《诗

经集解》、《开州州志》、《长垣县志》、《淮阳县志》、《仲里志》、《仲氏大宗谱》、

《仲氏族谱》、《孔子评传》、《孔子文化大典》、《孔门弟子研究》、《孔子大辞

典》、《孔子周游列国志》、《圣门十六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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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仲伟铸

理事长：仲崇义

副理事长：仲跻銮仲肇覃

秘书长：仲肇覃(兼)

理 事：(以发文排列为序)

仲崇俊仲跻云仲跻学仲跻路

仲儒仲跻文仲伟彦仲干通

仲荣森仲伟臣仲崇政仲伟安

仲伟民仲伟永仲跻煜

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

(1 998年)

名誉理事长：仲伟铸仲肇峰

理事长：仲崇义

副理事长：仲跻銮仲肇覃仲伟亮仲伟臣

秘书长：仲肇覃(兼)

理 事：(以发文排列为序)
’

仲崇政仲跻学仲跻文仲伟彦

仲儒仲跻煜仲崇俊仲跻路

仲干通仲跻云仲长春仲伟德

仲伟安仲伟伸仲荣森仲伟民

仲崇仁仲跻玉仲伟礼仲崇义。¨

仲传铭仲武玉仲跻华仲伟永

仲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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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理事长：

理事长：

副理事长：

秘书 长：

理 事：

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

(20 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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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崇义 、

仲肇覃仲伟亮仲跻清仲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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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肇覃(兼)

(以发文排列为序)

仲跻学垃跻型垃伟彦l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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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

(2000年)

会议主持人：仲崇义

会议组成人员：仲伟铸仲肇峰仲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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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
(2003年)

名誉理事长：仲伟铸仲肇峰

理事长：仲崇义

副理事长：仲伟亮仲跻清仲跻敏

仲跻玉仲伟臣

理 事：(以发文排列为序)

仲跻学忡伟彦l仲儒仲跻煜
仲崇俊仲跻路仲干通仲跻云

仲长春仲伟德仲伟安仲伟伸

仲荣森仲崇仁仲伟礼仲崇义。小，

仲传铭仲武玉仲跻华

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

(2 003年)

会议主持人：仲崇义

会议组成人：仲伟铸仲肇峰仲伟亮

仲跻清仲跻敏仲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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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里新志编纂委员会
(1 999年)

名誉主任委员：仲伟铸仲肇峰

主任委员：仲崇义

副主任委员：仲肇覃仲伟亮

委 员：(以发文排列为序)

． 仲崇荣仲崇仁仲伟祥仲跻才

仲里新志编纂委员会

(200 1年)

名誉主任委员：仲伟铸仲肇峰

主任委员：仲崇义

副主任委员：仲肇覃仲伟亮仲跻清仲跻敏

委 员：(以发文排列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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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仲伟亮仲跻清仲跻敏

委 员：(以发文排列为序)

仲崇荣仲伟祥仲崇仁仲维畅

仲里新志编辑部

(200 3年)

主编：仲崇义仲伟铸仲肇峰

副主编：仲伟亮仲跻清仲跻敏

编辑：仲崇荣仲伟祥仲崇仁仲维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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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润田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两千多年，

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

远播海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而深刻地影响。在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儒学已成为人类走向未

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儒学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儒学的传承和

传播是这一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就是对孔

门弟子、后学的研究。因为，儒学是由孔子及其弟子、门人和后学共同的理

论创造。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而没有孔门弟子、后学对孔子思想的阐发、

张扬和发展也不会有儒学。因此，人们在研究孔子、儒学的过程中，就不能

不研究孔门弟子。前人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史记》中专有《仲

尼弟子列传》一章，首开孑Ll'l弟子研究之先河。《隋书·经籍志》著录《鲁

国先贤传》二卷、《孔子弟子先儒传》十卷。(IB唐书·经籍志》著录《孔子

弟子传》五卷。其后有《圣门嫡派》、《圣门志》、《圣门十六子书》、《孔门弟

子通考》等专门研究孔门弟子的著作。今人在这一研究中，也作了大量的工

作，《孔门弟子研究》、《曾子研究》等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但从总体上看，

这种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仲子(前542一前480)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之一。姓仲，名由，字子路，

又字季路。春秋末期鲁国卞邑(今山东泗水)人。在孔门弟子中，仲子以擅长

“政事”而著称于世。他性格果敢直率，多学善问，闻过则喜，信守诺言，

忠于职守，见义勇为，亲亲尽孝，扶弱济贫，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论语》

中记载保存了不少子路的言行事迹，既有孔子与子路的问答、对谈，也有孔

子对子路的评述，为我们研究仲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些记载在理

解、诠释上，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譬如，《先进》篇有子路“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论。椐此，有学者认为子路具有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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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其实，子路所说是一种纠偏之论，即不同意那种认为只有读书才算“为

学”的看法，并不含有轻学的意思。再如，《先进》．篇载有=“季路问事鬼神。

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日：未知生，焉知死?"这段文字

引述广泛，解说丰硕。我以为，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子路是一个勤

于思考的人。他提的问题很有思想深度，有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科学研究的对

象。什么是鬼神?人的鬼神观念是怎样生成的?如何处理人与鬼神的关系?这

些表面上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何谓．“生”、“死”．7．“生■“死’’

的原因和机理是什么?“生”、“死”的生理标准是什么?这还都是需要深入研

究并加以科学说明的。 ． ．·

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自1996年成立以来，本着以科学的态度研究仲子

历史，探讨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的方针，继承、发扬其积极的方面，为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仲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所著《仲里新志》，考仲氏源流，述仲子生平、事迹，论仲子思想，辑仲子

史料，记仲氏人物，为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仲子提供了重要资料。可以肯

定，这部著作的问世，必将有力地推动仲子研究的新开展，把仲子研究引向

深入。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我由衷地感谢《仲里新志》的作者所做的这一

非常有益的工作。承仲伟亮先生之美意，得以先睹《仲里新志》(征求意见

稿)，一吐为快，是为之序。不当之处，恭请教正．。

2003年3月于曲阜师范大学

(苗润田先生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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