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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从四川邻水县走出去的水师将领

“以远大为期”李准百年家训泽被后世

“清末李准率师巡航，踏勘诸岛宣我
主张……”201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在
南海永兴岛竖立三沙市地名碑，碑上有
这样的铭文。

李准是从四川邻水县走出去的水师
将领，清末任广东水师提督，曾奉命率师
巡航南海，踏勘诸岛、宣示主权，撵跑侵
占东沙岛的日本商人。日前，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李准的家乡——邻
水县柑子镇桅子村，在李准宗亲的口口
相传及桅子村“李准文化陈列馆”相关史
料中，了解李准家族的家风故事。拂去历
史的尘埃，可见李准南海宣示主权的壮
举，肇始于“以远大为期”、“宁为红人，勿
为私人”等父母教诲和家训。

率师巡航
踏勘诸岛宣我主张

“李准是我的叔祖公，他到南海宣
示主权，一直让我们李氏宗亲引以为
豪。”柑子镇村民李双文说，如今在邻水
没有李准的直系后裔，但是李准的叔父
辈、祖父辈几大房后裔，有很多在邻水
生活。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
土。1907年8月，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率
众侵占东沙岛，擅自改名为“西泽岛”，
疯狂开采岛上富含磷矿的岛沙和捕捞
海产资源。清廷闻讯，令两广总督张人
骏负责调查。

1908年，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
准前往查勘。李准率军舰到达东沙岛，
见岛上有日本国旗，大怒：“此吾国之领
海，何来日本之国旗？”李准采取强硬的
手段行使主权：带领部队登岛“执西泽”，
责令其“不许再行采取各物”，“存货亦不
许运去”。后中日展开外交谈判，中国

“未费一钱而收回焉”。
1909年，李准率170余海军，分乘三

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历时22天，探
岛15座，升旗鸣炮，命名勒石，书“广东水
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其间，李准还为
岛屿命名。他命名的琛航岛、广金岛、甘
泉岛、珊瑚岛名字沿用至今。

李准回广州后，编著《广东水师国防
要塞图说》、《任庵自编年谱》，明确将南
海诸岛作为国防要地纳入国防版图。至
今，《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等成为证
明中国对东沙、西沙等南海诸岛拥有无
可辩驳主权的重要文献。

为国效命
肇始于父母教诲

“李准为国效命的观念是从他父母
那里继承来的。”柑子镇李氏宗亲们说。

李准的父亲叫李征庸，清末进士。
1886年，李征庸入都供职，临行前告诫
15岁的李准要“立志上进，以远大为
期”。1887年8月，李征庸妻子王秀香带
着儿子李准，投奔已到广东河源任知县
的丈夫李征庸。李准和母亲在岳池罗渡

乘船，先到上海，然后搭海轮到广东。
海轮航行时遭遇大风，李准母子坐

的是底舱三等客位，船客呕吐，恶味逼
人。李准希望母亲换坐头等大餐间，但
被母亲以“何必多费无谓之钱”为由拒
绝。母亲还教导李准：“亲民之官清廉为
本，河源为瘠苦之区，难道让你父亲从百
姓身上盘剥吗！我之所以刻苦省费，就
是想让你父亲成为廉吏，造福于子孙。”

李准到河源，开启了新的人生旅

程。1889年，李准入京读书，临行时，母
亲再次叮嘱他“当立志上进”。

1899年，李征庸调任督办四川矿务
商务大臣，临别时，他告诫已走上仕途的
儿子：“要差可当，优差不可当。宁为红
人，勿为私人。”意思是：重要的工作要勇
于担当，待遇优厚的差事不要去争；要做
为国效命的人，不做谋求私利的人。这
几句话对李准影响很深，他将其镌刻于
玉石，终身佩戴。

1905年，李准升任广东水师提督。
在这个“要差”位置上，李准“以远大为
期”挥师南海，坚定捍卫国家海疆，践行
了“宁为红人，勿为私人”之家训。

承继家训
家乡七百男儿参军

在家族家训影响下，李准的后人很
多成为栋梁之才。其中，长子李相枚是
大学教授；三子李相普原系重庆舰通信
兵，1949年2月起义参加解放军，后长期
在船舶工业系统工作；侄儿李相崇（由李
准抚养）是清华大学教授；侄孙李昕曾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北京三联书
店总编辑。

李准后人的家国观念浓厚。在上世
纪70年代，为维护国家海疆主权，在上海
当教师的李如璧（李准之女），主动将父
亲编写的重要家族史料《任庵自编年谱》
交给外交部。李相普将家里所存的海疆
相关史料提供给《人民日报》社。这些都
是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铁证，外交
部、人民日报社复函致谢。

“我是海军，开着炮艇，不怕风浪凶，
不怕敌人狠。从小立下报国志，长大我
要当海军！”承继前辈精神，李准家乡人
从不含糊。柑子小学的学生把保卫海疆
编成童谣《长大我要当海军》进行传唱。

据柑子镇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新
中国成立以来，柑子镇累计有700多人参
军。“作为李准的宗亲和老乡，保护海疆，
我们责无旁贷。”柑子镇李氏宗亲们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汪仁洪

学生参观李准文化陈列馆。 李晓亮 摄

李准史迹载入三沙设市地名碑。周晓刚 摄

凉山州会理市科甲巷的胡家大院是
一座四合院，始建于明代。在这里居住
的胡氏家族，其祖上于明洪武年间从江
西泰和迁来，逐渐发展成为会理的旺族
大户。“孝友耕读勤俭”是这个家族的家
训，既饱含胡氏祖先对后辈的殷切希冀，
也是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至今已传承
600多年。

庭院深深
从仗剑护国到诗书传家

“我们会理胡氏的始祖是胡大琯，他
是明代的一位将军。”胡氏第八代孙胡坤
陵介绍说，据《胡氏家谱》记载，明代初
年，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在今凉山
州一带作乱，胡大琯随大将蓝玉前往平
叛。叛乱平息后，胡大琯留居会理屯垦
防戍，因其颇有军功，被赏赐朱元璋画像
一幅，同时赐予宅院一座，即今天我们看
到的胡家大院。

胡家大院占地460多平方米，整个建
筑为重檐和单檐悬山式顶穿斗土木结
构，大门为门楼式，门楣上以镂空雕刻的
八宝图案作装饰，梁柱间的雀替为镂空
雕刻的花卉，是典型的“明式建筑”。

“乱世仗剑护国，盛世执笔兴文。”在
会理定居后，胡家崇文重教，逐渐成了书

香门第。明清时期，胡氏一族有胡德珏
等多人通过科举出仕为官。胡家后人在
取得功名后，常设馆教学，街坊邻里得其
指点，也有多人考中功名。巷子里许多
人家门楣上都悬有“进士府”“大夫第”等
字样的牌匾，胡家大院所在的小巷因此
得名“科甲巷”。

六字家规
孝友耕读勤俭

“如果说我们家族有什么传家‘秘方’，
那大概就是这个吧。”顺着胡坤陵手指的
方向看去，院内氏族宗祠祭祖厅中，“孝
友耕读勤俭”六字家规十分醒目。

胡坤陵说，定居会理后，胡大琯制定
了“孝友耕读勤俭”六字家规，虽然简略，
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

胡坤陵这样解读胡氏家规：“孝友”，
是说对父母老辈要孝顺、对兄弟姐妹要
友爱，强调孝悌合家；“耕读”是说既要劳
动谋生，又要读书识礼，强调耕读传家；

“勤俭”是说勤劳家庭方能富足，节俭家
道方不至衰败，强调勤俭持家。

在《崇本堂·四川会理科甲巷胡氏家
谱》中，写有家规的扉页上印有阴阳两方
篆字古印。阳文的一方是：赣西泰和入
心，是胡家告诫后辈要记住祖辈从哪里

来。阴文一方是：三绛古户良民。三绛是
会理的古称之一，在这里，胡氏家族要求
子孙在会理要诚信仁义，不得从事违法乱
纪之事，做忠诚干净、规矩办事的良民。

传承14代
子孙恪守传家箴言

如今，会理胡氏家族已传至14代，其
良好的家规家风不仅教化了家里人，也
影响着街坊邻里，成为会理古城淳朴民
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胡氏第5代胡癸轩，外出学成后返回
家乡开馆授学，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不仅
免其束脩（学费），还常常给予接济。胡
氏第6代胡润高，在白云山（今会理市黎
溪镇）设馆教学，川滇两省学生纷纷慕名
前往学习。胡氏第8代胡坤陵，现在经营
着一个石刻装裱门市，取名“石竹斋”。

“石竹斋”创办于1983年，门两侧的墙上
有一副对联：“石仰竹节真君子，竹慕石
坚伟丈夫”，寓理于物中藏着胡家深刻的
处世哲学。

胡氏族人恪守的“六字”家规，和胡
家大院一起，守着明代的门窗走过了600
年，至今一字未改。胡氏族人从这里出
发，足迹早已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如今，在外工作和定居的胡氏后人，
每年春节会回到胡家大院祭祖省亲，重
温家规祖训。

廖羿鸣 付廷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徐湘东罗石芊

凉山会理胡氏家族：

“孝友耕读勤俭”子孙恪守传家箴言

现居住在胡家大院的杨婆婆（右，胡
坤陵母亲），讲述胡氏家规历史渊源。

张燕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