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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调元家世源流考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６）

［摘　要］宁调元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匮乏，史学界对于宁调元
家世源流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楚攸甯氏六修族谱》等史料，解开宁调元家世源流的谜团，其对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

元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宁调元；宁氏族谱；家世源流

［中图分类号］Ｋ８２０．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９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６
作者简介：邓江祁（１９５６－），男，湖南江华人，湖南省教育厅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ｌ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

Ｄ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ｑｉ
（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ｗａｓａｆａｍｏｕ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ｉｓｔ，ｗｒｉｔｅｒａｎｄｐｏｅｔ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
１９１１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ｕｔ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ｃｌａｎ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ｅａｋ．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ｒｉｄｄｌｅｏｆ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ｃｌ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ｗｉｔｈＳｉｘ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ｕｙｏｕＮｉｎｇｓ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ｖａｌ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ｎ
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ｉｎｇＤｉａｏｙｕａｎ；Ｎｉｎｇｓ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ｔｈｅｃｌ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宁调元（１８８３—１９１３年），湖南醴陵人，辛亥革
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

近百年来，学界对于宁调元的研究一直不断，产生

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匮乏，对于

宁调元家世源流的研究则一直相对薄弱。时至今

日，人们只是大致知道其祖先原籍江西省莲花县，

后迁湖南省攸县，再迁醴陵县东富镇，而对其先人

及家庭的情况则知之甚少，误传较多。这就直接影

响了对宁调元全面、深入、精准的研究。有鉴于此，

笔者于２０１８年４月初前往醴陵市调研，在该市东
富镇芷泉村宁氏后人宁海根先生的帮助下，找到了

《楚攸甯氏六修族谱》，终于解开了宁调元家世源流

的谜团。

　　一　宁氏起源

宁（繁体字“甯”，宁调元在南社入会书上签名

时，写的就是“甯”）氏，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

２４１位，在２０１７年最新姓氏人口排名第１８７位，拥
有人口６０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０．０５３％。

关于宁氏的来源，历代姓氏谱书均有记载。

《潜夫论·姓氏志》曰：“宁氏出自卫武公。”［１］《通

志·氏族略》曰：“宁氏。姬姓。卫武公生季?，食

采于宁，因以为氏。”［２］《元和姓纂·卷九·四十六

径》中记载：“宁，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食采

于宁，弟顷叔生跪，跪孙速生武子俞，俞生殖，殖生

悼子喜，九世卿族。”［３］《姓氏考略》中也记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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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食采于宁，以邑为氏。

望出齐郡，又与宁通。汉甯成，史记作宁城。”［４］９５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

母少弟也。”［５］根据以上史籍和族谱的记载，我们知

道，宁氏发祥于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春秋时期，是我

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姓氏。

关于宁氏早期的居住地，史籍也有记载。《左

传·文公五年》曰：“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

赢从之。”［６］４４２杜预注：“宁。晋邑，汲郡修武县

也。”［６］４４２《续汉书·郡国志·河内郡》之修武县下：

“有小修武聚。”［７］３４７刘昭补注：“春秋曰宁。”［７］３４７

《路史·国名记六》云：“宁，杜注云：汲郡修武，今

卫之获嘉有宁城，故修武也。”［８］《大清一统志·河

南卫辉府》古迹条下记载：“修武故城，今获嘉县治，

即古修武也。亦即宁邑。”［９］从以上有关文献的记

载看，宁氏祖地宁邑应为古之修武，即今之河南省

新乡市获嘉县一带。

关于宁氏来源和祖地，历代姓氏谱书的记载虽

然比较简略，但宁氏后代是认同的，其族谱中的相

关记载也比较详细。《宣威宁氏族谱》说：“宁氏系

周文王之后裔。文王第九子，武王同母弟姬封，协

助武王伐纣有功，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史称

康叔。商灭后，武王亦封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分

商地为三部，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

部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崩，子成王姬诵即位，

因年幼，武王同母弟周公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

三监不服，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合东方夷同反。

周公东征，康叔率兵辅助。平武庚之乱后，周公把

殷民七族和商都附近地区封给康叔，成为当时大

国，国号卫，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康叔为卫国

君，传十一世，至卫武公姬和。周幽王十一年（公元

前７７０年），武公率诸侯平定犬戎王大闹镐京之乱，
扶周平王姬宜臼即位，受封为司徒，位备六部，秉周

政。武公少子季?，俸禄采邑在宁，其地在今河南

省修武县、获嘉县地域，后世子孙遂以封地为姓，季

?为宁姓始祖。其后代相传为跪、穆、速、俞、相、

殖、喜等，世袭封爵，为卫国上卿、大夫、相国。”［１０］

《楚攸甯氏六修族谱》所载１７７１年《初修自序》中
也说：“予宁氏系出姬姓，自季?食采于宁，因以

为氏。”［１１］２

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姓氏，在中国历史

上，宁氏一族雄才辈出，英名远播。卫国宁氏家族

的主要成员中，以宁俞和宁殖最为突出。宁俞，即

宁武子，贤明忠勤，机智勇敢，不避艰险，为卫国排

忧，能委曲自己以求复卫成公之位。孔子称之为

“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而今“愚不

可及”的成语就来源于宁武子。宁殖，即宁惠子，因

卫国国君卫献公专横粗暴，便与大夫孙林父主谋，

共同发动宫廷政变，放逐卫献公，迎立殇公为君。

春秋时有宁戚，初怀才不遇，隐于商贾，贩牛至齐

国，牧牛于?山下，扣牛角而歌，被管仲发现，荐以

齐桓公，遂拜为齐国上卿，任为主管农业的“大司

田”，与管仲同参国政，屡建勋业，后来还进一步继

管仲为齐相，千古垂名。战国时有宁越，他本是赵

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农民，发愤读书，努力求学，

积学１５年，而受聘为周威烈王之师，成为中原“好
学之邑”中的典范。

　　二　醴陵宁氏

秦统一六国，季?的子孙繁衍于卫国者，有的

仍居荥阳，有的迁徙南阳，而南阳族人较多。在齐

国的，有的留居北海，有的迁徙河东，而山西晋阳族

亦较繁盛。秦汉以降，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数

百年间，世态迁移，沧桑巨变，宁氏子孙或为官，或

从戎，或经商，或务农，由齐、卫到河北、山西、山东

等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攻中原，大批宁氏后

裔为避战乱，纷纷南迁，部分宁氏后裔陆续迁入江

西、湖南、广东、福建等省，其中就有宁调元所在的

这一支醴陵宁氏。他们是何年因何迁入醴陵并在

此繁衍生息的呢？《楚攸甯氏六修族谱》给出了明

晰的答案。

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春，三修于清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秋，四修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秋，
六修于２００６年冬，详细记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
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

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次修谱的情况，是研究

楚攸宁氏源流的重要历史文献。

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隋朝仁寿二年

（６０２年）河南荥阳宁氏之族中有宁干为衡州（今湖
南衡阳）司马，离任后即定居于衡阳雁峰下，成为

宁氏南迁始祖。

南宋年间，有司马干公之后裔宁时发（１１６３—
１２４３年），字含章，于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登进士，授

７９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总第１２３期）

大理评事，官吉州（今江西吉安）。含章公离任后卜

居永新洋江，后又迁入莲花神泉（今江西萍乡市莲

花县神泉乡），遂为江西神泉宁氏始迁祖。

含章公下传三世，有曾孙宁齐荣（１２５６—１３４１
年），字炳魁，号万七

"

，元朝世祖至十九年壬午

（１２８２年）领乡荐补承奉
"

，任祁阳县丞，致仕回籍

路经攸县时，见攸城东北郭地幽形胜，境域似乡，就

定居于此，从此在此地繁衍生息。故齐荣公是为楚

攸宁氏始迁祖，为楚攸宁氏之一世。因此，宁氏后

裔五修族谱时，断自炳魁公始，炳魁公后详书之，炳

魁公之前略之，至六修时则称冠以“楚攸”，是为

《楚攸甯氏六修族谱》。

齐荣公之后均系单传，至第五世生羽高公

（１４０３—１４８４年）。羽高公生五子，彦琼、彦瑶、彦
瓒、彦玺、彦，五兄弟均列庠英，异绝群人，号五

马，后派分五大房（即五大分支），各为分房派祖。

其中二房祖彦瑶公（１４２９—１５１３年）之第六代孙，
即十二世思邦公（１６２２—１７１０年）约在１７世纪６０
年代从攸城迁往坪阳乡宁家坪，生四子。过了二三

十年，其次子，即二房祖彦瑶公第七代孙———楚攸

宁氏十三世祖魁玲公（１６４４—１７１０年）携子北上，
迁居于醴陵东富、孙家湾和萍乡的青山村一带。康

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十二月，魁玲之父思邦公以
８９岁高龄逝世，魁玲兄弟请邻居陈元登为其父作
墓志铭。陈元登在思邦公的墓志铭中写道：“生子

四：长魁钰、次魁铃、三魁锡、四魁钿，今三子徙居芝

都大漠观，惟铃徙居醴陵。”［１１］２０９由此可证，魁玲公

是为醴陵宁氏之鼻祖。

魁玲公生三子，即祖机（宁调元的远祖）、祖相、

祖楫。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他们分别葬于

醴陵南乡箕斗冲、芷泉财主塘和泗汾易家坪。由此

可证，魁玲公的三个儿子是为醴陵宁氏之第二代。

综上可知，宁调元远祖自河南荥阳迁湖南衡

阳，南宋年间迁江西省莲花县，元世祖年间迁湖南

攸县，清康熙年间再迁醴陵。若以神泉宁氏始迁祖

含章公为第一代，宁调元即为神泉第二十三代；若

以楚攸宁氏始迁祖齐荣公为第一代，宁调元则为楚

攸宁氏第二十代；若以醴陵宁氏之鼻祖魁玲公为第

一代，宁调元则为醴陵宁氏第八代。

　　三　家族世系

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宁氏在明以前，

历代命名虽无定行，究亦昭穆不紊也。明以后，每

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族谱经初修于

“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
振家声”八字。民国癸酉，五修族谱之际，再添２４
字，形成楚攸宁氏班行诗，供后世命名循序取用，以

免重名越序之弊：

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　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
　泽承先正　光裕后昆　敦信崇礼　康乐和亲　
美继前哲　德观厥成［１１］２６０

现根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的记载，将楚攸宁

氏第二房第十三世至二十二世族人逐一介绍如下

（限于篇幅，仅列直系，未举旁支）：

第十三世宁魁铃，字祥生，为思邦公次子，生于

清顺治甲申年（１６４４年）十月二十九日，逝于清康
熙庚寅年（１７１０年）三月二十二日，元配王氏，生子
三：相机、相祖、祖楫。

第十四世宁相机，字子奇，为魁铃公长子，生于

清康熙丁未年（１６６７年）八月初九，逝于清雍正丁
未年（１７２７年）十二月初五，元配唐氏，生子三：元
滨、元澜、元江。

第十五世宁元江，字如作，为相机公三子，生于

清康熙乙亥年（１６９５年）六月十四日，逝于清乾隆
己巳年（１７４９年）四月初三，元配魏氏，生子三：武
标、武楠、武?；生女二。

第十六世宁武楠，字琴材，为元江公次子，生于

清乾隆癸亥年（１７４３年）二月初七，逝于清嘉庆癸
酉年（１８１３年）四月初七，元配孙氏，生子三：映琢、
映宏、映达；生女二。

第十七世宁映宏，字华声，为武楠公次子，生于

清乾隆乙巳（１７８５年）正月初二，逝于清道光丙午
年（１８４６年）六月初三，元配何氏，生子四：宗顺、宗
晖、宗嵘、宗绶；生女二。

第十八世宁宗绶，字有桂，为映宏公四子，生于

清道光己丑（１８２９年）十二月初一，逝于清光绪庚
辰年（１８８０年）七月三十日，元配杨氏，生子二：卫
均、卫坚；生女一。

第十九世宁卫均，宁调元之父，字克仁，号子

承，为宗绶公长子，国学生，生于清咸丰壬子年

（１８５２年）正月十四日，逝于清光绪壬寅年（１９０２
年）正月初一，元配谭氏，生子一：调元；生女四。

第二十世宁调元，派名之梯，字光甲，号仙霞，

又号大一，为宁卫均之子，生于清光绪癸未年七月

二十日（１８８３年８月２２日），逝于民国癸丑年八月
二十五日（１９１３年９月２５日）。元配阳氏，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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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大；生女一。

第二十一世宁祥大，字鸿猷，号小仙，为宁调元

之子，生于清光绪壬寅年（１９０２年）八月十七日，逝
于１９５１年。元配张氏，生子一：发仁；生女二。

第二十二世宁发仁，字中仁，为宁祥大之子，宁

调元之孙，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
另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宁调元的先人

历代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宁调元之高祖父武楠公?赠奉直大夫，其妻孙

氏?赠宜人；

宁调元之曾祖父映宏公?赠奉直大夫，其妻何

氏?赠宜人；

宁调元之祖父宗绶公诰封奉直大夫，其妻杨氏

诰封宜人；

宁调元之父亲卫均公授州同衔加二级诰封，其

妻谭氏诰封宜人。

　　四　家族特征

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宁氏家族订有

《族规家范》，其《家范》规定了尊祠宇、守祖茔、修

谱牒、明四礼、郭孝弟、别名分、端蒙养、慎婚姻、肃

闺阃、联族众、戒废业、崇节俭、供赋役、睦乡邻、广

施济、抑浮薄、杜争讼、禁掩溺、慎结纳、御群小、戒

淫邪、禁赌博、兴文会。后又有《重订家训十条》曰：

“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勤职业、戒游惰、诚祭祀、

勒墓碑、崇节俭、培人才、恤无告”。并有《重订家规

六则》曰：戒忤逆、逐匪类、惩凶暴、禁赌博、正婚姻、

慎嗣续。［１１］７４－８２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宁氏家族恪

守族规家范，代代相传，形成了以下鲜明的家族

特征。

１．好学善文。长房的鼻祖彦琼公就是邑庠生，
五房的鼻祖彦公“书无不读，博综渊邃，独得精

蕴”［１１］２１８。长房的会山公（字）也是邑庠生，自幼即

“好学能文工词赋善草书，年未冠即领芹香。……

其生平尤以文章意气自豪”［１１］２０４。四房的宗滋公，

“幼读书颖悟异常儿，长从族伯云阁先生游，造诣益

邃，县试屡列前茅”［１１］２３９。二房的宗绶公，即宁调

元祖父，“好读书”；宗绶公之子卫均公，即宁调元父

亲，也勤奋向学，是一位国学生。据《楚攸甯氏六修

族谱》之“簪缨英名录”统计，自第六世分为五房后

至第十九世（卫字辈，即宁调元父辈），楚攸甯氏四

房（三房已失传）共出进士１人，国学生３３人，庠
（廪）生２６人。

２．排忧解难。长房祖荷公“睦族和邻，排难解
忿，尤为近今罕观”［１１］２０６。长房邦源公对于“乡曲

间纷者难者，竭力排解，蜥礼必公，故是是非非，类

以翁言为定”［１１］２２５。长房武烈公“乡族之忿者疑

者，与是非之剖，缓急之济，待以审处措置者，悉于

公有嘉赖焉”［１１］２０６。二房思邦公“与人交重然诺，

好施与，排难解纷，乡党赖之者，事难枚举”［１１］２０８。

四房魁见公，“人以事就质者，委曲详论，是是非非，

定于一言，宗族乡党咸推为端方长者焉”［１１］２１４。五

房大?公“生平敦孝友，重然诺，虚以待人，故族中

户事多代理而主持之”［１１］２１９。五房思芬公“和邻睦

族，济困释争，乡党中素有贤声”［１１］２２０。

３．性格耿直。五房彦公“厉以持己，贞以制
行，敦古道，重然诺，言笑不苟，喜怒不形”［１１］２３８。

长房之宁铨公，“一言投契，则性命以之；言不相入，

虽王公贵人弗顾也”［１１］２０４。长房武烈公“为人侃直

不阿，无柔媚态”［１１］２０６。五房元泗公“为人秉德不

回，温厚和平，从无疾言遽色、智愚相欺、喜怒相疑，

虽乡党誉之得?然不顾，乡党非之失亦傥然不

受”［１１］２２１。

４．重视教育。长房祖荷公“生子六，悉勖以诗
书，服饰示尚朴素，举止不使?闲”［１１］２０６。二房思

邦公“课子训孙，纠若绳检，不使?乎藩篱之

外”［１１］２０９。二房元洲公“殷于训子，日以远大相

期”［１１］２２１。四房魁见公“训迪子弟，循循礼法，尤不

欲以败德毁节而下同卑陋侪俗之徒焉”［１１］２１４。五

房思芬公“生子三，能以诗礼课训，俾知绳趋矩步，

不越尺寸”［１１］２２０。

５．乐善好施。二房宗绶公，即宁调元之祖父
“其处事也重义轻财，留心实行，其大者修寝庙以妥

无灵，捐田产以隆祀事。他如戚族邻里中衣食不给

者，则推解之，丧葬不能治者，则博助之。其余道桥

寺观诸善果，无不挥金以襄厥成”［１１］２２６。五房云瀚

公“凡创修庙宇、桥路及邑中诸大务，恒输金为众人

先。遇岁荒，饥民每负薪易米，人咸利其值拒与取，

徒占便宜。司马则不拘时日，不计多寡，惟知于人

有济，以故闾里感激，颂无间言”［１１］２２２。

以上宁氏的家世家风和宁氏先辈们的优良品

格、先进事迹以及宁氏深厚的家学渊源，对于宁调

元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从小

就受到良好的家族和家庭教育，逐步形成了勤奋好

学、追求真理、开拓进取、勇于任事、刚正不阿的品

格，后来又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锤（下转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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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９页）炼，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家、
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最终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

革命烈士。

宁调元被害后，其英勇事迹广受后世称颂，《楚

攸甯氏六修族谱》卷三《簪缨英名》中载有傅熊湘

所作《二房太一事略》［１１］２２７、
'

亚子所作《二房烈士

太一传》［１１］２２８和刘谦所作 《二房太一革命纪

略》［１１］２３９；卷四《世系世录》中宁调元的条目下记

载：“幼负天才，著述甚富，留学日本，志切排满，光

复后历任要职，振聋摘伏，不避怨劳。袁项城继任

总统，帝制自为，霞谋彻底革命，进行联络，被捕阳

夏，就义武昌，年才三十一，海内惜之。”［１１］４６３－４６４这

些记载，使得宁调元成为宁氏后人学习的光辉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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