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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学者杨

淮辑《国朝中州诗钞》（下称诗钞）一书，《前言》及

诗人小传中，几见宝丰杨老庄杨氏族人传记，其

记述世系与《铁门杨氏族谱》所记宝丰杨老庄杨

氏世系有所抵悟。今略考如次。

一、《前言·杨淮小考》：“杨淮(约1805-1870)，

字笠舟，号澄波，河南宝丰人。八世祖名归礼，字

天叙。康熙时自新安迁宝丰，遂占籍。七世祖名

光，字辉之；六世祖名声,字海若。这三世均以孝

行著称于乡里。”而《铁门杨氏族谱》记载：“七世，

归礼：植栋子，字天叙，出生地洛阳,居于宝丰杨老

庄,葬于宝丰老庄祖坟。从商，承继宝丰面行。于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迁居宝丰。置城西南土

地建家庄后称老庄，亦即宝丰老庄创始人”。与

该书《前言·杨淮小传》中所说“八世祖名归礼”不

符。

二、《铁门杨氏族谱》载：“八世：珖，归礼长

子，字辉之，居于宝丰老庄……九世：名声，珗长

子，母王氏，字海若，出生地宝丰，居于宝丰老庄，

从商”。与该书“七世祖名光，字辉之；六世祖名

声，字海若”有误。杨珖为杨门八世，而该书误写

为“七世”；杨名声为九世,误写为“六世”，从世系

上错三世。

三、《诗钞·杨归仁小传》云：“杨归仁，洛阳诸

生，淮八世伯也。公之祖父泉，父魁梧，自新安迁

洛，府葬城东五里。公弟归义亦诸生，季弟归礼，

淮本派八世祖也，迁宝丰遂为宝人。”言归仁、归

义、归礼皆为八世，而《铁门杨氏族谱》则记：“七

世杨归义植栋子，居于伊川县杨马寨。汉，生

员。”与该书所记不同，《诗钞》把七世的杨归仁记

为“淮八世伯也”，而把七世的本派祖杨归礼记为

“淮本派八世祖也”，辈分降低一世。

四、《诗钞·杨苾小传》云：“杨苾，字子秀，宝

丰人，监生，淮高大父也。淮先世于明成化间自

洪洞迁新安，后迁洛阳。八世祖天叙公迁宝丰，

七世祖辉之公、六世祖海若公，皆以孝行著……”

文中，“八世祖天叙公”即杨归礼，“七世祖辉之

公”即杨珖，“六世祖海若公”即杨名声。其世系错乱如

前。《铁门杨氏族谱》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杨苾

撰文并刻石的《魁梧杨公讳植栋墓碑》云：“杨氏之先，

本山西洪洞县铁索沟人，明成化（公元1465-1487年）

间，始迁新安铁门镇，彼处现有祖茔，后又迁居洛阳南

城角村。越二世，苾本派曾祖讳归礼始迁于康熙十一

年壬子（公元1672年）迁至宝丰县西南杨家老庄。自洪

洞始迁，苾未详祖上讳字，今惟洛阳城东北三里许，有

祖莹两处，坐北向南，东西相连，界石各一，……东莹之

东，系文泉之墓，乃苾本派五世祖也。（明）崇祯六年癸

酉（公元 1633 年）孟冬(农历十月)有苾高祖植栋立

石。……东莹临泉一派，至苾本派文泉祖，惟生苾高祖

植栋一人。敏轩有为，明季（公元1629-1644年）在洛

阳创置水旱地十余顷，田庄三处：凉楼寨、白家碛、城角

村。又于宝丰西门内立麫（面）行因置现在苾所居老

庄。植栋所生男三：长庠生归仁、次庠生归义、三归

礼。……归礼生男六：珖、瑄、玑、璐、佩、珍。珖，字辉

之，苾本派祖也。生苾父名声及苾叔父芳声；名声生监

生苾、监生芬；苾生男二：长克类、次克长……”碑文

中。杨氏家族世系清晰不紊：五世祖文泉公；六世祖植

栋公，字魁梧；七世祖昆、仲、季三人：归仁、归义、归礼；

归仁公留居洛阳城角村，归义公迁居伊川，归礼公迁居

宝丰，承继宝丰西门内面行行商。八世祖珖、瑄、玑、

璐、佩、珍六门，其中二门瑄早亡无后，其五门兴业。长

门杨珖字辉之，生名声、芳声为第九世；名声生监生苾

为第十世；苾生克类、克长为十一世。

五、《诗钞·杨克长小传》》称：杨克长，字树

德，号元亮。宝丰监生，赠奉直大夫，淮曾大父

也。……享年三十有三。”《铁门杨氏族谱》载：十

一世克长，苾次子，字元亮，号树德，汉，监生，耕

读，有《山居》诗传世。享年六十有二。克长以子

贵，赠奉直大夫……”两者不同有二：一是克长，

字元亮，号树德；二是克长享年六十有二，《诗钞》

则为三十有三，两者相差29岁。

《铁门杨氏族谱》杨淮传略云：“十四世，淮，

岸清长子，母丁氏，字笠舟。生于1805年,出生地

宝丰，居于宝丰老庄。故于1870年，葬于宝丰老

庄。汉，监生，官员,先后任长葛、密县儒学训导。

酷爱诗学，除自己写了不少诗，出了一册《雅集山

房诗集》外，还广泛搜集清朝开国以来河南境内

500多位诗人的代表诗作2560余首，为每位诗人

作有小传简介。历时八年编成《国朝中州诗钞》

三十二卷，刊刻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利用

编辑《国朝中州诗钞》之便，将其历代祖宗有诗作

的收录，并加以介绍，留下难得的杨家族史脉

络。同治年间主持筑起了杨家庄园寨墙，寨墙围

着老宅、新宅、东花院、西花院、南东院、南西院等

六处宅院。老宅、新宅、东西花院位于村子正中，

均为五进院，每进正房高大宽敞，出前檐，立明

柱，五脊六兽，东西厢房布局规整，南东院、南西

院在村子西南隅，每院三进，正房极其高大宽敞，

据说一驾三出梢的四套大马车，只要把式一扬

鞭，便可以在房内毫无防碍的跑圈子。”

可以想像当时杨家庄园的宏伟高大壮观。

杨淮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曾祖克类

公任布政司经历，祖岱公在职布政司经历；叔祖

崑公官布政司理问；曾祖克长公赠奉直大夫；族

谱及碑文记载杨氏家族中学位监生者：杨苾、杨

芬、杨克类、杨克长、杨纯选、杨岱、杨崑、杨溯清、

杨岚清。学位庠生者：杨归仁、杨归义、杨纯仁、

杨纯修、杨铎、杨鏊、杨岸清、杨淮。杨岸清、杨溯

清恩赐八品顶戴。杨淮历任长葛、密县儒学训

导。杨端璋诰授奉政大夫，候选同知，正五品

秩。曾祖母陈氏、祖母范氏、母亲丁氏皆博学善诗，通

晓诗辞。淮三岁丧生母丁氏，继母秦氏待之如己出，十

岁左右，日绕祖母膝前，学诗数百首。其母丁氏24岁病

逝，曾作《抚儿》、《病甚别儿》诗传世。杨淮师从鸿儒授

业，启蒙老师孝廉李敬亭，诵孟习欧诗；又拜进士长汀

知具潘业习业五年；第三恩师举人牛芳师教真传，学业

斐然，入庠补廪，出任儒学训导。

杨淮家风淳厚，藏书甚丰，插架数万卷。《杨岱传》

称：“性喜藏书，牙签锦贉、多至万余卷。”杨淮曾以巨资

购买新安县巨富吕寸田家大半藏书。杨淮善吟诗，著

《雅集山房诗钞》《雅集山房诗话》《国朝中州诗钞》传

世。

杨淮辑《国朝中州诗钞》中杨氏家族世系小考
▢ 王丙乾

延 伸 阅 读

杨淮（约1805--1870），字笠舟，号澄波，河南宝丰人，列《杨

氏家谱》第十四世。曾任长葛、密县儒学训导（从七品官）。酷爱

诗学，著有《雅集山房诗钞》《雅集山房诗话》《国朝中州诗钞》传

世。杨氏家族七世杨归礼自康熙十一年由洛阳迁入宝丰，置地

建庄，聚家成村，后称杨老庄、杨庄村，至今已发展到二十一世。

宝丰杨老庄因居住着杨姓大户而得名。杨家迁居宝丰后，

垦荒种地，勤恳劳动，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人丁兴旺，家庭富足，

成了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最兴旺时挂过两次“千顷牌”，成为享

誉一方的宝丰首富。

宝丰杨家大院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距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是由杨淮祖父杨岱（曾任清朝六品官职—布

政司）主持兴建的，后经杨淮之父杨岸清和杨淮本人，前后历经

几十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样式齐备，体系完整，布局合

理，同治年间，杨淮主持围绕庄园建起了寨墙、护寨河，寨墙将

老宅、新宅、东花院、西花院、南东院、南西院六处宅院围成一

体，占地100多亩。原有房舍100多栋，现存24栋。这里也是

1948年8月原豫西行政干校所在地。2014年我县开始对“杨家

大院”的24栋明清建筑进行全面修复，并按原貌修建30多栋建

筑。该旧址于2016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