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
安
西
平
堂
李
氏
源
流
概
述

在
古
老
的
文
章
节
义
之
邦—

—

江
西
吉
安
大
地
上
，
生
活
着
成
百
上
千

个
姓
氏
，
其
中
李
氏
属
于
大
姓
之
一
。
据
民
间
统
计
，
吉
安
李
氏
人
口
不
少
于

30

万
。
吉
安
李
姓
支
派
繁
多
，
其
房
系
主
要
有
：
唐
皇
室
滕
王
李
元
婴
后
裔
、

唐
皇
室
曹
王
李
明
后
裔
、
唐
皇
室
纪
王
李
慎
后
裔
、
唐
皇
室
吴
王
李
恪
和
其
后

裔
磨
刀
李
后
裔
、
后
唐
烈
祖
李
昪
的
金
陵
李
后
裔
、
火
德
公
及
其
兄
弟
木
德
公

后
裔
、
有
再
造
唐
室
之
功
的
西
平
郡
王
李
晟
创
立
的
西
平
堂
李
氏
后
裔
等
等
。

而
在
这
庞
大
的
李
氏
家
族
中
，
西
平
堂
李
氏
又
是
最
大
的
一
个
望
族
：
不
仅
人

口
最
多
，
而
且
历
史
最
久
，
分
布
最
广
，
名
人
最
多
，
名
望
最
大
。
西
平
堂
李

氏
在
广
袤
，
富
饶
和
灵
秀
的
吉
安
大
地
上
扩
枝
散
叶
近
一
千
二
百
年
，
人
口
远

超
二
十
万
，
他
们
演
绎
了
一
幕
幕
波
澜
壮
阔
又
灿
烂
辉
煌
的
人
文
大
戏
，
为
吉

安
，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社
会
发
展
做
出
了
不
可
小
觑
的
贡
献
。

据
《
新
唐
书
》
记
载
：
李
姓
出
自
嬴
姓
。
颛
顼
的
曾
孙
皋
陶
（
也
叫
咎



繇
）
，
在
尧
时
担
任
掌
管
刑
狱
的
理
官
，
他
的
子
孙
世
袭
了
理
官
职
务
，
并

以
官
为
姓
，
称
为“

理
氏”

。
商
代
末
期
，
皋
陶
三
十
四
世
孙
理
征
因
办
案

公
正
，
又
直
谏
而
得
罪
了
纣
王
而
被
无
故
处
死
。
其
妻
契
和
氏
携
幼
子
利
贞

外
出
逃
难
，
至
今
河
南
西
部
伊
河
流
域
『
伊
侯
之
墟
』
（
也
就
是
伊
侯
曾
经

居
住
过
而
后
已
经
荒
废
了
的
地
方
）
时
，
母
子
二
人
饥
饿
难
忍
，
疲
惫
不
堪
，

幸
好
契
和
氏
发
现
附
近
树
上
结
有
一
些
『
木
子
』
，
母
子
二
人
靠
吃
木
子
（
后

人
称
李
姓
的
李
为
『
木
子
李
』
原
因
即
此
）
保
全
了
性
命
。
然
后
到
豫
东
，

在
离
淮
阳
不
太
远
的
苦(gu

)
县
（
治
所
在
今
河
南
鹿
邑
东
）
安
家
落
户
。
为

感
激
『
木
子
』
保
命
之
功
，
同
时
也
为
躲
避
纣
王
追
杀
，
遂
而
改
理
氏
为
李
氏
。

李
利
贞
因
此
成
了
李
姓
的
得
姓
始
祖
。

然
而
，
这
只
是
传
说
，
文
字
记
载
的
第
一
个
李
姓
是
春
秋
时
期
的
李
耳
（
即

老
子
）
，
这
才
是
正
史
中
立
传
的
第
一
个
李
姓
人
物
。
李
耳
为
李
利
贞
九
世
孙
，

以
《
道
德
经
》
扬
名
天
下
；
李
耳
的
十
六
世
孙
李
广
，
号
称
飞
将
军
而
蜚
声



中
外
；
李
广
的
十
六
世
孙
重
耳
公
为
后
魏
安
南
大
将
军
，
豫
州
刺
史
，
生
二
子
，

长
子
熙
，
次
子
抚
。
熙
公
的
六
世
孙
就
是
唐
高
祖
李
渊
，
抚
公
的
十
七
世
孙

就
是
西
平
堂
李
氏
创
族
基
祖
西
平
郡
王
李
晟
。

李
晟
，
字
良
器
，
生
于
唐
开
元
丁
卯
年
，
即
公
元
七
二
七
年
正
月
初
一
日
。

其
父
李
钦
为
唐
玄
宗
时
期
的
左
金
吾
大
将
军
。
李
钦
去
世
，
李
晟
才
七
岁
。

据
新
、
旧
《
唐
书
》
及
一
系
列
古
籍
记
载
：
李
晟
生
在
军
营
，
长
在
军
营
，

十
八
岁
参
军
，
武
艺
非
凡
。
史
书
上
说
他
『
身
长
六
尺
，
勇
武
绝
伦
』
，
被
称
『
万

人
敌
』
。
自
安
史
之
乱
以
来
，
唐
朝
日
趋
衰
落
，
藩
镇
割
据
白
日
化
，
李
晟

力
挽
狂
澜
于
乱
世
。
从
唐
代
宗
到
唐
德
宗
，
李
晟
凭
战
功
先
后
任
光
禄
大
常
卿
，

泾
原
、
四
镇
、
北
庭
节
度
都
知
兵
马
使
，
合
川
郡
王
，
左
仆
射
，
同
中
书
门

下
平
章
事
兼
京
兆
尹
、
神
策
军
京
畿
、
廊
坊
等
节
度
观
察
使
，
管
内
及
商
华

等
州
兵
马
副
元
帅
等
等
官
职
。
平
息
朱
泚
叛
乱
再
造
唐
室
（
算
是
回
报
了
唐

玄
宗
不
杀
其
父
的
冥
冥
之
恩
）
后
，
官
拜
司
徒
兼
中
书
令
，
后
又
册
封
太
尉
、



中
书
令
，
改
封
西
平
郡
王
，
实
封
一
千
五
百
户
。
贞
元
九
年
，
即
公
元
七
九
三

年
八
月
初
四
日
薨
。
德
宗
皇
帝
赠
大
师
，
谥
忠
武
，
敕
葬
陕
西
高
陵
县
奉
正
原

渭
河
桥
头
，
诰
封
先
世
立
五
庙
，
图
像
于
凌
烟
阁
，
后
又
御
制
记
功
碑
（
俗
称

三
绝
碑
：
李
晟
功
绝
，
裴
度
文
绝
，
柳
公
权
丹
绝
，
此
碑
现
存
于
高
陵
县
昭
慧

广
场
）
。
『
一
身
能
擘
两
雕
狐
，
虏
骑
千
重
只
似
无
。
偏
坐
金
鞍
调
白
羽
，
纷

纷
射
杀
五
单
于
』
即
是
对
李
晟
的
真
实
写
照
。
李
晟
后
人
为
方
便
后
世
子
孙
相

认
，
将
从
陇
西
迁
京
兆
的
晟
公
一
房
另
立
堂
号
：
『
西
平
堂
』
。
李
晟
尊
为
西

平
堂
始
祖
，
西
平
堂
一
族
从
此
在
神
州
大
地
上
，
吸
日
月
之
精
华
，
接
大
地
之

灵
气
，
英
姿
勃
发
，
潇
潇
洒
洒
，
历
炼
一
千
二
百
多
年
，
发
展
到
今
天
子
孙
繁

衍
遍
及
天
涯
海
角
，
人
丁
远
超
六
百
万
（
西
平
堂
民
间
社
团
统
计
数
字
）
。                        

李
晟
生
子
十
五
，
第
十
子
为
李
宪
。
李
宪
，
字
章
武
。
生
于
唐•

宝
应
壬

寅
年
（
七
六
二
年
）
二
月
初
一
日
寅
时
。
公
元8

2
1

年
，
唐
穆
宗
李
恒
即
位
，

以
太
和
公
主
嫁
给
回
鹘
，
李
宪
奉
命
担
任
护
送
副
使
，
回
来
后
，
献
给
皇
上



一
本
《
入
蕃
道
里
记
》
，
遂
升
李
宪
为
检
校
左
散
骑
常
侍
兼
太
府
卿
。
继
又

出
任
洪
州
刺
史
、
江
西
观
察
使
。
太
和
二
年
（
八
二
八
年
）
转
任
岭
南
节
度

使
（
岭
南
，
相
当
今
广
东
钦
山
港
以
东
大
部
分
地
区
。
节
度
使
是
总
揽
一
地

区
的
军
、
民
、
财
政
的
官
）
。
李
宪
任
职
江
西
，
家
居
洪
州
西
山
。
李
宪
生

子
七:

游
、
焕
、
锴
、
楷
、
欲
、
埴
、
绳
。
李
宪
卒
于
公
元
八
二
九
年
八
月
，

追
赠
陇
西
郡
公
。
长
子
李
游
时
任
袁
州
刺
史
，
奉
旨
迎
父
灵
柩
葬
于
江
西
分

宜
红
花
仰
，
唐
皇
敕
赐7

2

亩
半
山
地
为
宪
公
墓
所
有
，
山
地
产
生
的
经
济
效

益
归
每
年
的
祭
祀
费
用
。
此
墓
至
今
还
巍
然
亘
卧
在
青
水
长
流
、
风
景
如
画
、

灵
气
十
足
的
分
宜
县
黔
山
境
内
的
红
花
仰
上
。
李
宪
去
世
后
其
他
六
子
赴
袁
奔

丧
，
从
各
地
依
兄
居
于
袁
州
，
儿
孙
们
再
分
徙
各
地
。
兄
弟
七
人
的
后
裔
形
成

了
现
在
的
江
西
西
平
堂
李
氏
七
大
房
系
，
其
子
孙
遍
布
世
界
，
尤
以
江
西
、
湖
南
、

湖
北
、
四
川
、
重
庆
、
贵
州
、
云
南
、
广
西
、
广
东
、
河
南
、
浙
江
等
省
市
居
多
。

公
元
八
八
二
年
前
后
，
李
游
的
长
子
李
服
、
次
子
李
丕
、
三
子
李
蟾
为



避
黄
巢
之
乱
带
领
家
族
成
员
从
宜
春
分
别
徙
居
庐
陵
（
今
吉
安
县
）
境
内
的

朋
田
、
福
塘
和
河
源
。
李
游
房
分
支
在
吉
安
境
内
繁
衍
生
息
，
以
蓬
勃
膨
胀

之
势
迅
速
扩
展
到
今
天
吉
安
境
内
的
十
三
个
县
市
区
，
李
游
房
是
吉
安
境
内

李
氏
中
最
早
的
李
氏
，
也
是
人
口
最
多
的
李
氏
。
如
吉
水
县
的
谷
村
（
公
元

九
二
七
年
建
村
）
和
金
滩
（
公
元
一
零
五
七
年
建
村
）
、
泰
和
县
的
桐
陂
（
公

元
八
八
八
年
建
村
）
和
燕
溪
（
一
二
零
七
年
建
村
）
、
吉
安
县
的
醪
村
（
公

元
一
零
四
六
年
建
村
）
和
丁
田
（
公
元
九
一
七
建
村  

）
、
安
福
县
的
钱
山
（
公

元
一
二
二
九
年
建
村
）
和
枫
田
（
公
元
一
零
一
二
年
建
村
）
、
永
新
县
的
浣
溪
（
公

元
一
一
七
七
年
建
村
）
和
茶
源
（
公
元
九
五
三
年
建
村
）
、
井
冈
山
市
的
文
水
（
公

元
九
五
二
年
建
村
）
和
上
虎
岭
（
公
元
九
八
五
年
建
村
）
、
遂
川
县
的
长
隆
（
公

元
九
八
四
年
建
村
）
和
南
坊
（
公
元
一
零
四
二
年
建
村
）
、
永
丰
县
的
瑶
上
（
公

元
一
零
五
三
年
建
村
）
和
藤
田
（
公
元
一
零
五
七
年
建
村
）
、
新
干
县
的
大

坑
（
公
元
一
二
三
六
年
建
村
）
、
吉
州
区
的
小
市
排
头
（
公
元
九
零
七
年
建
村
）



和
河
头
（
公
元
一
一
六
四
年
建
村
）
、
还
有
青
原
区
的
文
陂
、
峡
江
县
和
万

安
县
的
一
些
历
史
悠
久
的
村
庄
。
这
些
村
庄
的
西
平
堂
李
氏
肇
基
都
在
八
百

年
以
上
，
有
的
达
一
千
二
百
多
年
。
由
于
明
初
的
『
江
西
填
湖
广
』
以
及
经

商
、
从
戎
、
逃
难
（
因
战
争
、
饥
荒
、
瘟
疫
等
）
、
徭
役
、
科
举
及
第
任
官

等
一
系
列
缘
故
，
吉
安
西
平
堂
李
氏
族
人
大
量
外
迁
到
全
国
各
地
及
海
外
。

吉
安
西
平
堂
李
氏
宪
公
房
除
了
游
公
房
外
，
还
有
三
房
李
锴
一
支
。
李
锴
为
阳

朔
主
簿
，
父
亲
李
宪
去
世
后
，
丁
忧
在
今
分
宜
黔
山
的
白
芒
，
形
成
了
西
平
堂

李
宪
房
的
白
芒
派
。
李
锴
分
支
从
晚
唐
开
始
陆
续
的
从
白
芒
向
四
面
八
方
扩
展
，

迁
往
吉
安
境
内
的
有
吉
安
县
的
河
源
（
公
元
八
六
二
年
建
村
）
和
历
山
（
公
元

八
六
八
年
建
村
）
、
安
福
县
的
栗
山
、
浮
山
（
由
八
七
八
年
锴
公
长
子
朝
贵
公

任
安
福
县
令
立
笈
建
村
）
和
江
溪
（
公
元
一
一
零
二
年
建
村
）
、
吉
水
县
的
银

堂
（
公
元
九
七
三
年
建
村
）
和
富
厦
（
公
元
一
零
八
六
年
建
村
）
、
泰
和
县
的

南
冈
（
公
元
一
二
二
八
年
建
村
）
和
竹
山(
一
二
四
八
年
建
村)

、
遂
川
县
的



安
厦
以
及
新
干
、
永
丰
、
峡
江
、
万
安
及
青
原
区
和
吉
州
区
的
一
些
村
庄
。

西
平
堂
李
宪
的
其
他
五
房
在
吉
安
境
内
比
较
少
。
李
楷
裔
孙
起
始
外
迁
在

宜
春
袁
州
区
、
新
余
市
分
宜
县
、
渝
水
区
的
水
口
和
泉
塘
，
后
来
才
零
星
的

到
吉
安
和
赣
州
崇
义
县
；
李
焕
裔
孙
扩
散
在
宜
春
的
万
载
、
上
高
、
丰
城
、

赣
州
、
南
康
等
地
；
李
欲
裔
孙
起
始
迁
徙
到
新
余
市
分
宜
县
、
宜
春
万
载
县
、

高
安
市
；
李
埴
裔
孙
起
始
扩
散
在
宜
春
、
万
载
境
内
外
，
进
而
大
量
分
枝
到

南
昌
新
建
、
安
徽
芜
湖
和
吉
安
的
安
福
等
地
；
李
绳
裔
孙
起
始
居
分
宜
冶
元
、

后
至
萍
乡
东
源
、
湖
南
浏
阳
、
醴
陵
、
株
洲
、
长
沙
等
地
。
西
平
堂
宪
公
七

房
裔
孙
可
谓
是
螽
斯
蛰
蛰
，
瓜
瓞
绵
绵
。
随
着
岁
月
更
替
，
年
代
递
进
，
李

宪
房
裔
孙
散
播
于
五
湖
四
海
。
而
吉
安
境
内
的
西
平
堂
李
游
房
裔
孙
形
成
了

西
平
堂
李
氏
宪
公
房
最
大
的
一
分
支
，
也
是
吉
安
李
氏
中
最
大
的
一
支
。
西

平
堂
李
氏
枝
繁
叶
茂
，
人
丁
兴
旺
。
外
迁
者
，
不
计
其
数
遍
环
宇
，
留
居
者
，

瓜
衍
椒
繁
裔
昌
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