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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华林胡氏没有称藩公为一世祖，只称为开基祖，却将城公耿氏
列为一世祖

原因是藩公因功封为阳山县男爵，锡士豫章之西新吴，锡这里的
涵义是赐予的意思。因爱华林山清水秀，在华林山修建了房屋，只是
间断性地居住，同现在的别墅差不多，况且他的小儿子随他在官邸居
住，有的也在各地为官。象长子镇为西阳太守，地址在湖北黄冈东，
尔后子子孙孙都在外地为官。有的在江苏，有的在四川，直到过了
二十四世城公时才和耿氏携子孙定居华林山，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
城公居华林后由于耿氏在相夫教子上成就很大。当时唐朝势衰，朱温
僭乱。耿氏教育自己的儿子要深明大义，不要参与朱温的政权，要继
续为匡扶唐朝后裔恢复正统。所以珰公在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年
间仕膳部员外郎敕封吏部尚书（正三品）赠少保。瑜公于后唐明宗天
成年间为京西襄阳邓城县令后为衡州剌史（正四品），琼公为后唐明
宗长兴年间以贤良明经，举为常剌史（四品衔）。浩公后唐官散骑常
侍江州节度史，也为四品。球公后官拜安定散骑将军镇武节度史，为
从三品。耿氏所生五子均显赫一时，加上孙辈当中已有令严、令斌出
仕为官。也就是说，自城公退隐后在耿氏悉心操持家务的情景下，全
家和和美美，子孙人才济济，成了名振江南的一大旺族，后人尊其为
一世祖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𩫨 ”通简体“城”字

我们华林胡氏的后代子孙为什么只知道耿氏婆婆，很多人不知道城公呢？

                                                                                                                             作者：胡德谦
已如前述，城公为唐天佑年丁卯科进士，拜国子监博士，后迁侍

御史。城公登进士为官时三十四岁，侍御史唐代隶属御史管辖，位在
御史大夫（从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之下官阶，为从六品下。
职掌举纠白僚，推鞠狱讼，类似如现在监察部里的官员，按理说，如
逢盛世初登进士，有这样的地位其前程不可限量，可是城公生不逢时，
正值唐室衰败，不得不悬车隐退。退隐后的城公就只有专心于书籍，
许多具体家务及应酬均由耿氏代劳。由于耿氏贤惠，家声渐振，子孙
人才辈出。加上城公本身尊重夫人，耿氏的母仪风范不仅赢得了子孙
后辈的敬重，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最终得到了皇帝的褒奖。宋代谱
牒上称赞耿氏似孟母，诰封扶国夫人，充分证明了耿氏超凡脱俗之处。
胡氏大宗谱一世祖传称城公“非有隐德不能娶耿氏有内”。这证明耿
氏的贤良聪慧的名声何等之大，这就是名人效应的结果。

还有一点，耿氏活到了八十四岁，与城公同生于公元八七四年，
仅比成公小一个月，活在时见到了玄孙仲尧和仲宣。五世同堂在当时
那种历史文化氛围下，加之五子六尚书的美誉，那该是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福气。正因为在多方面耿氏夫人都令人钦敬。谈的人多了，流
传广了，另外不可避免地带上点神秘的色彩。时隔千年后仍被后人津
津乐道，也就不稀奇了。在相互映衬下，淡忘了城公，也没什么不可
思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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