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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坊村自战国起即有先民立舍成村，悠悠逾两千余载。 抚今追昔，不由使人

叹敬交加。 仁坊北依?曹溪河，行舟渡船史有记叙"槽"字之用足以明示于人，时仁

坊除北临槽溪河外，东西南三面崖壁千例，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渐被整

平，届时进入仁坊只有村东南要桥可通。 村中地道广布，通水井、通烟道、通地埂

不一而足，千变万化，神秘面纱元人以揭露，成千古遗案。 大马道 、中马道 、小马道

以及遗留之大量石槽，喻世魏文侯之将吴起曾屯骑兵于具备"五御"之所的仁坊，

以致至民国年间逾两千余年仁坊成邑域兵地"五屯"之一，大部分土地因历朝军

兵承袭占用，村事受限，人丁发展缓慢，惟祖先置购土地，以求拓展，凡千年先人

努力不辍 ，终使仁坊村成令闻令望之地，村人从古自今 ，繁衍生息，人丁兴旺，英

才辈出，古虽无秀才、进士登弟，然"文化村"名闻邑之南乡 。 如今，大学专科学生

户户皆有，研究生、博士生为数甚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诚然来日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诚信仁坊村后生高飞，一举千里，横绝四

海。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荣尚谱学，和睦宗族，矫正风俗，以安社会，此为中华

民族之传统。 中华民族的姓氏源远流长，从远古伏袁氏"正姓氏"始，已有五千年

的历史。 山川有意，流水含情，尊祖收族，亲情永远。 尝观天下之物，各有其本，本

固则叶茂;百川有水，各有其源，泼源则流长，族姓之有谱，寓固本泼源之意也。 旧

时村中大户尚有谱蝶家乘神抵以资祭祀，乃或代遭兵焚，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

治运动迭加，谱帧毁于灰烬之余。 后之孝子贤孙，欲追i益祖先，而字讳之皆失，欲

睦族，而昭穆之不分，诚可心痛也。 先人欲作谱者居多，然环境及条件不备，未能

成就，既抱憾终身。 而今盛世可族谱，仍如今日不能祥者难考，只有以支派之图其

世系，聊以心慰。

吾 2000 年人主仁坊村委 2005 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恰逢梧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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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倡导修志编史，挖掘抢救村域文化遗产。 盛世修志，旺族续谱，已成风尚 。 吾

辈若不借机志谱概收，一旦城镇化进程摧急 ，仁坊村势必如其它搬迁村庄般，定

会易为平地，仁坊村根本源渊皆失，故修志立谱决心随坚，遂请王生喜、霍明川村

之贤达主持以就，终于志谱成书，深感欣慰。

仁坊村人自古以孝相励、以佛相先，忧同恤而喜同庆，决无秦越相视之景 ，向

为村人之尚，这亦以为我深爱家乡之因 。 家族世系谱，初衷为村委全资编印，然村

人永宜恪尊祖训，同声敬祖要诚，村中或客居他乡村之贤达纷纷捐资刊谱，资额

逾十万。 迢迢远致，虔诚敬祖者人众，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恋乡之情，动人心魄，感

人肺腑。 仁坊村各姓氏族谱，以各家族一一如实记录，归宗成谱，存照留影，具有

重大意义，望后辈一如继往，秉承先人之志，续写绚丽人生，使吾村锦迭兴盛，亲

疏联为一体，互援互肋，兴家立业，昌盛永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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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生 仁坊村人，中共仁坊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 {仁坊村志上仁

坊村《姓氏族谱》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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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谱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立场、观点、方法，遵循仁坊村

所有姓氏家族无论大小一视同仁人谱，力求资料准确，材料齐备。

二、本谱只载仁坊村各姓氏家族世系，传 、略 、录于《仁坊村志》专章设置，以

资志体完备。

三、本谱族氏排列以姓氏笔划为序笔划相同者以先横后竖书写字例顺序而

列 。

四、本谱以欧体谱例编排，五世为图，书实传信。 叙谱必以立祖为主，遂统其

子孙，五世派尽，自六而十，例而衍之，尾而余之。

五、本谱以世区分辈别，不用"九亲川九属"称呼，九族之称诸家另行。

六、本谱男女同书，兄弟姐妹按长幼次序排列 。 男丁必记，女子当录，凡女适

人，必书夫名及夫籍之地，备识姻缘。

七、本谱供名先贤统一以"口"敬替，古之女士可稽名者则用全称，若无稽者

照录旧书以 x 氏"恭书 。

八、本谱各姓氏族人配印像片。 资料、照片均由各家族人员提供，未提供而又

无法弥补者，则以空缺处理。

九、本谱一般采用现行简化汉字印刷。

十、本谱所采用资料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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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 i普

仁坊村自古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春秋前以部或落而存在，战国时以吴起

屯骑兵为始，仁坊以村而行世。 自西汉始，仁坊村土地大部分成军屯，直至清末民

初，跨越两千余年。 期间，由于大片土地被历朝历代军队所占用，致仁坊村虽占天

时地利之域，人丁发展受土地制约而较缓慢，以清代为例，清 ·乾隆三十五年

( 1 770 年)时，仁坊村"十七户，一百一十五口" 清 ·光绪六年(1880 年)"仁坊村户

十九，口一百八十四"， 110 年间户添两户 ，口增 69 人，除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之

因外，无土地耕种是村人口发展较慢的主要原因 。

民国时期，仁坊村域土地归村民所有，因村民占有土地较多，无力全部耕种，

促进迁入人口聚增，特别是烟草业的兴起，仁坊村成四里八乡甚至为外阜人所亲

睐的地方，迁入者纷至踏来 ，村庄始具规模。 到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生活环境和医

疗条件的改善，仁坊村人户成倍增长。 至 2015 年，全村 247 户 ，人 729 口 。

仁坊村 247 户人家中，家族姓氏的 家 ，涉姓 22 个，王氏居多有 11 个家族 ，

霍氏有 7 个家族，刘氏有 5 个家族，李氏有 4 个家族 ，武 、任 、梁、商氏各 2 个家

族，余为单姓家族。 按氏族多寡，家族立祖姓氏为王、霍、刘、李、武、任、梁、商、吴、

侯、史、阎、郭、万、蔡、乔、吕、降、段、付、薛、周 。

仁坊村自古即有"文化村"名闻四邻，忠孝节义源远流长，村人敬祖自然成风

尚，循遵古制，大部分家族书有谱牒，或有家乘，每一宗族抄写(或印 )两部，有祠

堂者存正本，副本由族长掌管，无祠堂者正本随神抵保存，副本仍由族长保存。 若

遇事需查谱，须请相关人到齐，方可开箱取出，共同验看，任何人不得私自涂改。

至日本侵略军侵占孝义后以及阎锡山政权实施"兵农合一"、"三 自传训"暴政以

来，村人民不聊生，各氏族谱牒渐有损失和缺散，到解放后，破四旧立四新，尤其

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村人所有氏族谱牒损毁贻尽。 村中各氏族人如今生活富足，

惟承传先人遗迹无源无续，典宗忘祖，以为憾事。 此次借"盛世修志"之机，王建



生、王生喜、霍明川等顺从村人之意，力主各家族以世系形式重新立祖列系，以氏

族呈列排印，藉以追思前人激励后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家兴邦，建功立业，

永碟仁坊各家族兴旺发达绵绵瓜)眩，长盛不哀。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根固则叶自茂;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泼源则流自长。 人皆

有姓，姓乃人之根，寻根问姓，追本溯源，为人之天性。 家之有谱，犹国有史，尚谱

学，矫风俗，可稳家族安社会，此为国学之传统。 为明晓家族世系，村人寻脉络、访

亲友、汇众声，集资料编就 49 家族世谱。 一木之茂而千条，一水之流而万脉，追本

溯源，铭功昭德，仁坊村人为此无不额手称庆，庆贺家族请回了自己的家族世系

谱牒，以此明了各族姓人员流布，尊卑归于系统，长幼次序规范，可避字讳与而明

昭穆之别。

仁坊村家族姓氏 49 家，本可一脉相承的氏族，其中因家谱和神抵的遗失，稽

考无据，在这次家族世系编排中不得不分别立祖划小家族以求完全准确;还有，

模棱两可的兄弟并列于立祖之位，追考上祖无稽，只好以两户之家族而序列，如

此而已，家族姓氏多达 49 家是不得而为之;再，仁坊村旧时，固然迁人者较多，但

迁出者也不少，据村中数名老者回忆，仁坊村上古除王、霍、李、吴、武等大家族之

外，曹姓家族也曾是大户，民国初年曹家典房卖地与迁入仁坊村人户，陆续迁居

南曹村、南梧桐、大孝堡 三、四十年前每逢清明节曹姓人成群结队回仁坊村老

坟祭祖，据说坟莹占地数十亩，石碑林立，严然有大家之范。 而今曹姓在各地也属

望族，惜仁坊已无曹氏族人。

盛世修志，谱乘修志。 仁坊村 22 个姓氏的家族世系谱己列就，冀于各位氏族

之人要倍加珍惜，并以此为起点，望有能力家族单独编修谱牒，发扬光大家族精

神，促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灿烂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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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坊村贤达敬祖刊谱捐资录

姓名 金额(元) 姓名 金额(元)

王学斌 20000 吴建富 1000 

王天宁 5000 王建云 1000 

史燕兵 3000 郭海龙 1000 

吴秀珍 3000 吴 帅 1000 

霍俊生 3000 乔建平 1000 

乔汾平 3000 刘丰色鹏 1000 

乔继平 3000 霍秀生 1000 

霍明川 3000 吴 延 1000 

王建生 3000 王之全 1000 

王生喜 3000 吴 章 1000 

王晓东 3000 吴晋圭士 1000 

霍薪爵 3000 王润元 1000 

王瑞卿 2000 王学文 1000 

霍雅红 2000 王学武 1000 

霍 丁 2000 梁 斌 1000 

王建龙 2000 王兆荣 500 

吴建文 2000 霍小琴 500 

阎庆武 2000 侯海军 500 

王通化 1000 王志明 500 

吴雅格 1000 刘启茂 500 

王际尧 1000 菌俊未IJ 500 

王金喜 1000 周香敏 500 

霍星行 1000 王吉林 500 

史正浩 1000 万兴国 500 

吴建栋 1000 史庆明 500 

王开明 1000 王守平 300 

王还原 1000 阎智明 300 

李燕民 1000 霍建生 200 

王兆常 1000 蔡纪元 200 

王金元 1000 合计 : 100000 元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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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齐家要约》有云 :谱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贤否，萃涣散，睦族之道

也。 吾虽粗通文理，却知其意，所云之意为作谱初衷，实为以记祖宗，立宗庙，序昭

穆，示贤达，明优劣，聚人心，和睦族人，致亲疏为一体，老幼相扶，而尊尊亲亲之

道永驻。 古人有云: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 即父子，

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

道，此道所以不可须央离也。 观村之诸多氏族，诚恪祠祭奉其祖，年月久先祖讳字

失记 ，年愈久宗谱愈涅后人更难得其实，诚然成族人憾事。 叙长幼亲疏难分仲

伯，敷陈分布，铺叙论列，不明究理，无所适从。 自修志之始，固有坚定之念，余生

之年，以修志为机，定编就仁坊村姓氏族谱，以了各族贤达之愿，吾愿亦足矣。

原策划族谱以章列编人村志之中，后思量敬祖须诚，诚则要心细、心专，设专

册以志族谱，彰显细心情专意切，遂与建生、明川沟通，确定分族谱出志另册刊

印，以表吾辈敬祖诚心奉先之恭维对后人亦尊重有加，此举既符礼数又合情理，

且严肃庄重以示仁坊村人文化底蕴深哲。

所谓族谱按其规章编写，当含序、谱说、谱诫、姓氏说、世原、墓图、遗像、世系

表、源流表、始迁世表、支世表，及世训、艺文、鼓行、祝庆和哀挽、坟莹、祀祖、公

据、族议、刊谱捐银、领谱记踪、跋等组成。 仁坊村《姓氏族谱》实为全村各户姓氏

世系表，只具上述二十多项中一项全村立户之家涉及 22 姓，计氏族 49 家，谱之

说、诫、氏说、家训等姓源不同，氏族不同族，故项目内容各异，实无法面面俱到逐

姓以记，也无力了。族谱之巨，然《仁坊村志》可补大部，如艺文、蘸行 、祝庆和哀

挽等，均以别称详叙。 如路行为族谱大目，以人物、学子得行等为主，恰《仁坊村

志》拾遗而补。 纵贯《仁坊村志》和仁坊村《姓氏族谱》可相辅相成，互相照应， {姓

氏族谱》亦不失一部较完美之谱。

仁坊村《姓氏族谱》 自 《仁坊村志》编修开始而始，初为王天福一人而为。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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