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族
文
化
演
进
史

始
迁
伏
龙
坳
年
代

一
、
始
迁
伏
龙
坳
年
代

吾
族
始
祖
镇
科
公
于
唐
同
光
二
年
由
江
西
南
昌
铁
树
观
曲
尺
港
迁
居
湖
南
湘
阴
剑
滩

传
六
世
至
乐
和
公
用
曉
公
迁
巴
陵
伏
龙
坳
铁
炉
坡
公
与
配
何
氏
反
葬
剑
滩
乐
和
公
之
子
万
山
光
源
公
与

妣
汤
氏
始
合
葬
伏
龙
坳
下
首
花
坟
山
详
墓
图

旧
谱
以
万
山
为
本
族
始
迁
之
祖
益
取
此
也
惟
迁
年
无
改

查
自
镇
科
公
下
至
号
忠
公
十
一
代
生
卒
年
月
旧
诸
均
未
载
明
乐
和
公
迁
伏
龙
坳
究
当
何
时
不
无
疑
义
又

查
同
有
三
修
谱
内
兵
防
纪
事
载
有
我
族
唐
居
罗
湘
迄
元
徒
巴
邱
等
语
则
乐
和
公
迁
居
当
在
元
时
再
查
乐

和
公
七
世
孙
维
敬
公
于
明
成
化
十
年
成
化
为
明
光
宗
年
号
溯
至
六
代
以
上
约
百
三
四
十
年
正
当
元
顺
帝

至
元
至
正
间
是
乐
和
公
迁
居
必
当
此
时
今
姑
存
之
待
考

二
、
源
流
分
析
初
期
万
山
公
生
子
四
惟
成
三
公
茅
传
成
三
公
有
子
三
惟
友
忠
友
智
公
號
绪
友
忠
子
必
名
公
居

伏
龙
房
老
屋
传
至
孙
维
敬
维
聪
二
公
即
为
盂
玺
孟
贤
盂
琏
盂
官
各
房
世
系
之
始
友
智
子
必
文
公
迁
长
沙

福
临

铺
既
为
孟
益
公
房
世
系
之
始
然
旧
谱
有
云
以
前
队
緒
仅
存
一
线
知
当
日
人
口
未
易
繁
殖
此
为
自

元
未
至
明
正
德
嘉
靖
时
百
余
年
间
之
迹



三
、
文
风
噪
进
时
期
万
山
公
为
郡
庠
生
巳
肇
本
族
文
风
之
始
传
至
七
世
孙
孟
员
公
英
年
出
任
陕
西
淳
化
县
守
孟

琏
公
为
邑
庠
生
孟
官
公
官
四
川
雅
州
名
山
县
守
孟
官
孙
名
蕃
公
中
乡
试
而
麻
林
桥
系
之
孟
太
公
任
陕
西

右
堂
孟
应
公
贡
生
孟
和
公
任
武
陵
教
谕
本
族
文
名
颇
噪
一
时
人
口
亦
于
此
时
增
孟
贤
公
分
居
上
嘴
屋
孟

官
公
分
居
洞
门
屋
而
维
敬
公
房
亦
迁
黄
泥
旭
始
人
无
考

此
自
明
正
德
至
崇
祯
间
事

四
、
子
姓
渐
繁
时
期
查
有
明
一
代
垂
三
百
年
本
族
尚
未
繁
衍
明
未
正
名
字
派
盛
时
然
综
计
各
房
名
字
派
男
丁
不

满
三
十
名
贻
至
清
康
熙
间
孟
连
公
五
世
孙
音
公
迁
居
蒋
受
屋
遂
开
分
水
桥
上
中
下
三
之
基
而
議
官
公
房

居
室
更
増
印
子
屋
庙
神
等
处
于
焉
启
宇
传
至
廷
字
派
全
族
男
丁
巳
达
二
百
四
五
十
人
之
多
于
是
伯
公
倡

议
建
祠
祠
堂
详
后
廷
悦
公
创
修
家
乘
从
此
支
分
瓜
衍
浸
成
巨
族
矣
此
时
期
当
自
清
顺
治
至
乾
隆
间

五
、
族
势
鼎
盛
时
期
自
清
乾
嘉
以
后
人
口
又
逐
渐
增
加
传
至
崇
字
派
男
丁
巳
有
三
百
七
十
名
左
右
而
其
中
尤
以

资
产
增
益
文
风
鼎
盛
称
著
一
乡
音
公
四
世
孙
映
斗
公
五
世
孙
可
园
公
均
以
巨
富
称
科
名
亦
于
此
数
十
年

中
为
最
发
达
其
中
采
芹
食
者
繁
有
徒
而
掇
巍
科
列
显
宦
者
亦
间
有
出
咸
丰
间
纪
官
公
等
倡
立
义
学
于
祠

族
中
子
弟
更
多
赖
以
成
就
其
时
祠
中
公
积
亦
富
有
冬
至
积
钱
之
名
盖
定
每
年
冬
至
日
为
收
放
之
期
息
金

微
簿
本
族
俊
人
多
赖
之
而
矜
孤
恤
赛
効
学
之
用
亦
取
资
爲
此
外
尚
有
家
法
限
制
綦
咸
丰
五
年
相
暹



拔
连
家
葵
日
池
等
呈
请
巴
陵
县
頒
示
给
法
以
正
家
规
文
中
有
云
祠
中
议
立
条
规
公
举
祠
长
任
掌
家
法
各

房
长
佐
理
遇
大
小
事
故
有
违
犯
规
条
该
户
即
报
祠
长
会
通
房
长
照
规
条
议
处
不
遵
公
论
者
同
送
上
惩
等
语

见
旧
谱
所
载
请
示
事
实
禄
观
此
则
本
族
族
制
之
组
织
与
保
族
之
要
道
臻
完
备
矣
此
时
期
起
自
乾
嘉
迄
同

治
光
緒
之
季

六
、
先
泽
继
承
时
期
清
未
废
科
举
兴
学
堂
本
族
人
士
本
先
人
未
遂
之
业
改
义
学
为
小
学
校
民
国
成
立
以
来
族
人

留
学
各
处
或
大
学
或
中
学
者
颇
不
乏
人
详
后
各
项
公
积
亦
经
理
有
绪
公
积
老
谱
详
后

惟
私
人
财
产
渐
因

分
居
中
落
幸
各
安
本
业
杰
骜
藐
法
者
少
见
焉
此
皆
先
人
所
遗
之
善
泽
也
此
时
期
自
清
未
至
现
在
属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