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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微信揭开相距遥远的两个李姓村历史渊源

“网红”宁波李家坑始祖来自我市长恬
近 日 ，“ 浙 江 旅

游”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一条推送在我市经
济开发区长恬村引起
了轰动：许多村民这
才知道祖上竟有一支
迁到了遥远的宁波，
现 在 成 了 个“ 网 红
村”。由此，引发了一
系列寻根问祖故事，
相距遥远的两个村庄
有了一场“穿越时空
的家族聚会”。

一条微信道出
两个李姓村之关联

长恬村李氏宗谱记载确有此事

多年前曾有李家坑人来长恬村寻根
据长恬村几位老人回忆，李家坑那

边曾有两次前来寻根。第一次是本世
纪初那几年，李家坑村派人来查宗谱、
抄宗谱。当时保管长恬李氏宗谱的老
人现在已离世，具体情况无人知晓。第
二次，则是两年前，一位四十多岁名叫
李和江的男子来待了半天，参观了祖居
地，还热情地邀请长恬村民去李家坑
玩。虽然留下了联系方式，但两村人从
未有过联系。推送出来后，长恬村便有
村民主动联系了李和江，提出一定会抽

时间过去看看。
本以为李和江是近几年唯一到过

长恬村的李家坑人，却未曾想到他只是
众多到过长恬的人之一，甚至不算是真
正的李家坑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知
道老祖宗是从永康长恬过来的，也有很
多人回去看过祖居地，可能他们正好接
待了我，就以为只有我到过了。”李和江
说，自己是李家坑附近的杖锡村人。一
百多年前，先人从李家坑迁到杖锡。因
为看过家谱，他一直都知道永康长恬村

是祖居地，而且在李家坑，这是人尽皆
知的事，李家坑村李氏家庙里也有记载。

两年前 9 月，李和江去成都喝喜
酒，回去路上特意绕道金华，来了趟永
康，只为看看从小就知晓的老祖宗的
家。“一直以来我都想去看看，回到老祖
宗的家我很激动，长恬村人待我也都很
热情。”李和江告诉记者，以前也有长恬
的老人去过李家坑游玩，如今交通很发
达，宁波与永康也不算太远，互相应该
多多交流。

李家坑代代相传，对先祖念念不忘
为求证李家坑的宗谱内容，记者辗

转联系上李家坑村党支部书记李红
伟。他说：“十多年前村里曾有人去长
恬查谱，但一直没有重修，只有以前留
下的半本，老祖宗的祖居地是我们一直
口口相传的。”去年，村里出了一本名为

《李家坑》的书，介绍李家坑的历史文
化、经济发展、特产等情况，对始祖情况
有所涉及。

据书中记载，四明李氏始祖名 荐，
字龄一，系南宋进士吏部尚书左侍郎景
祥公之十六代孙。清初（1644 年）自永
康长恬迁此卜筑定居，垦荒开基，生息
繁衍，丁旺逾千，为山乡之盛族。 荐公

明天启6年，丙寅年（1626年）正月初十
卯 时 生 于 浙 江 永 康 ，清 康 熙 壬 申 年

（1692 年）十二月十三去世。年轻时候
以打铁为生，从永康沿途打铁来到李家
坑，安营定居，后娶石潭龚氏为妻，成家
立业，生2子。

荐公算得上是李家坑李氏家族
的“英雄”。他迁居一方土，创造一族
业，可谓为家族“指点江山”，让李氏有
了“用武”之地。因此，自太公来此居
住，近 380 年的历史中，李氏家族奉礼
先祖，虔诚世守，以寄子孙思源报本之
情怀。子孙于康熙末年，在村口建造李
氏家庙。家庙饱阅三百多载风霜，至

2010 年曾经 4 次修缮，一直完好地保
存了原貌。家庙的廊柱上写着两副对
联，一副是“承祖业克勤克俭，示子孙
唯耕唯读”。李氏后代一直将其作为
家训。

“我们村现有 700 多人，80%以上
村民姓李。”李红伟说，李家坑原叫徐家
畅，原住有夏、徐等姓氏，主姓李氏定居
后，随着李氏子孙繁衍，便改叫李家坑，
以纪念祖上。他说，不论身在何方，大
家都是同根同祖的一家人，一直以来李
家坑人便对老祖宗与祖居地念念不忘，
以后李家坑人还会来长恬，也欢迎长恬
的兄弟姐妹去李家坑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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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悦

李家坑全景李家坑全景

长恬村李氏宗谱

中关于李家坑的具体记载

李家坑李氏家庙

长恬村老人查阅宗谱

记者手记 文化认同，精神传承
每一片绿叶，都因根的滋养，而愈发油翠和充满生机，正如老祖宗之于我们。每一本家谱，都在连绵不断的家族史中给每个

人一个有所归依的位置。不管过了多少年，会有人知道你，记住你，认可你，哪怕你再平凡卑微。除了名人传记、大人物传记外，

家谱让我们看到了普通百姓的家族变迁。

老一辈对家谱的敬重，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下一代，浸润了血浓于水的寻根之情，高尚情操、不朽精神代代相传。家谱的存

在，告诫我们不要忘本，不遗忘老祖宗的功劳，不论同根同祖的兄弟姐妹身在何方，都能找到对方。敬重家谱，牢记家族史，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寻根，其实是寻找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认同。

李家坑村位于宁波市海曙区
章水镇，毗邻余姚、奉化，距宁波市
区大约65公里，是浙东四明山中保
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村落。

微信推送中将李家坑村作为一
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列举了它的种
种独特之处。近日火爆朋友圈的第
六届吊红节是李家坑的一大亮点，
农旅结合带动人流，推动“吊红”销
售，成为深受村民和游客喜爱的节庆
活动。不仅如此，李家坑自然生态良
好，环境优美，目前，已成为国家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第三批中国传统村
落、2017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此
之外，李家坑更是有名的“长寿福地，
养生天堂”。

在这众多介绍中，有两句话一
下子抓住了永康人特别是长恬村
民的眼球：“村落经由夏、徐两姓先
期耕耘，明末李氏家族之始祖龄一
公自永康长恬迁此下筑定居，垦荒
开基，生息繁衍。亦耕亦读，克勤
克俭，距今已历 400 余年。”这僻静
古村竟与我市经济开发区长恬村
同祖同宗，实在出人意料。

在我市，李氏是全市万人以上大姓
之一，分厚仁李氏、雅庄李氏、安济桥李
氏、青龙（墩头）李氏、石塔下李氏、清渭
李氏、河头李氏等 7 支。李高的次子李
大隹，自缙云稠门徙青田义川海西。大
隹生谅，谅生著，著生道生，道生生 3
子。长子舜臣生景山，景山生大巨。大
巨长子仁抚生景祥，景祥仕吏部侍郎。
宋季南北扰乱时期，从青田义川海西转
迁永康东莲塘下雅庄，尔后分迁桐墩、
长恬、前塘、英村等地。李景祥便是雅
庄李氏之先祖。

长恬村的建村始祖为永行李永安，
约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从雅庄
迁徙至此。现如今，长恬已是有两千村
民左右的大村。据长恬村今年 76 岁的
李园璋介绍，长恬村祖上共分“大明堂、
外厅、大西间、后新屋”四房，迁往李家
坑的始祖属“大明堂”一房。

“现在村里的年轻一辈都不太清楚
了，但我们老一辈都是从小口口相传
的，不仅仅是李家坑，余姚、武义、金华
等地都有我们长恬李氏迁过去的村。”
李园璋说，自己就是“大明堂”一房的，
对于祖上的事听得比较多，村里其他

“大明堂”的老人应该都知道，宗谱里也

有记载。
由于历史原因，长恬村光绪癸未年

重修的李氏宗谱仅外厅房还有保存，数
十本一百多年前的宗谱放在一个大箱
子里，有的已经有所破损，要从中找到
记载并不容易。“我们以前都在谱里翻
到过，但是没有做标记，这么多本没有
目录的谱，只能慢慢找。”于是，村里的
几位老人从第一本宗谱开始，耐心地一
页一页翻找，终于在宗谱里找到了一点
蛛丝马迹。

据长恬李氏宗谱记载，迁居李家坑
的始祖属文二公派下，原居长恬后菜
园。虽然没有更明确的迁居时间、原因
等相关记录，但有明确写道居“宁波鄞
邑李家坑”，可见长恬迁居李家坑一事
并非谣传。然而，即便是“大明堂”一房
最年长的老人，对于具体信息也已回忆
不起，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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