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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姓最古老的发源地，在今河北省唐县这是高扬巨斧、以刘为图腾、古老刘姓生活、栖息的地方
，刘姓人物以政治人才居多，专业人才相对较少，刘姓有“王者气象”，刘汉王朝构成中华文明的第
一个高潮，自此中华民族之主体被称为汉人、汉族，中国之语言文字被称为汉语、汉字，上帝对刘姓
实在是太垂青了，他把奠基中华文明基础的重担交给了刘姓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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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创建了汉家天下，称雄东方世界达4个世纪之久的汉帝国，其皇族却
毫无值得夸耀的华贵血缘，它只是来自于一支极为普通甚至非常卑微的家族——沛郡丰县（今江苏沛
县）刘氏。
　　《左传趴《汉书》和《新唐书》都记载，公元前614年，当士会带着他的大部分家人从避难的秦国
回归晋国时，他的“支子留秦，复为刘氏”。
至此，刘姓才在经过近两千年的多次改姓变氏演变之后，第一次复兴和定型。
也就是说，真正的刘姓的历史，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然而，关于这位在刘姓历史上作用至为重要的复姓大始祖的情况，无论是正史、家乘，还是野史
、笔记，都记载阙如。
更有甚者，经典文献中连他的真实名字也没有记录。
族谱中虽然有刘姓复姓始祖的名字，但各地族谱所记又互相矛盾。
　　总之，这位刘姓的复姓始祖，他没有任何的官衔、爵位、职务，只是一个流落到秦国的难民的后
裔。
要不然，他也不会恢复刘姓了。
　　《新唐书》上说，复姓大始祖定居秦国之后，生子刘明，刘明生刘远，刘远生刘阳。
刘明之后，这支定居秦国的刘姓家族似乎都没有封侯进爵，为官任职，只是作为秦国的一个普通姓氏
和普通家族而生存繁衍下来。
他们像一般的秦国百姓一样，要服兵役和徭役。
　　到战国时期，这个刘氏家族在秦国已传递繁衍了十多代。
　　大约公元前3世纪初，有一个当时正在秦国服兵役的刘阳的第10代孙，在随秦国大军一起攻打魏国
的战争中被魏国俘虏，遂滞留在魏，并且一去不复还。
这样，刘氏宗族的一支又从秦国迁到魏国。
　　不过，《新唐书》也没有交代这位成为魏国俘虏的刘氏祖先的名字。
湖南的许多刘氏族谱称这位迁魏国的祖先名叫“刘获”。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刘获”也是从《新唐书》中的“获于魏”一语中杜撰出来的，他与“刘
留”一样都是牵强附会的产物。
　　魏国是由当年士会执政的晋国分裂而成的一个国家，刘氏从秦迁到魏国，也可以说是回归到了祖
居故乡。
　　　　刘威德兄弟与丛亭里刘氏的持续发展　　据《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
丛亭里刘氏刘敏一支，隋朝时有个刘通（一作“刘烈”），字子将，官任毗陵太守、鹰扬郎将、大将
军。
这个刘通，便是上文提到的北齐高平太守刘轸的儿子。
刘通生三子：德威、德敏、德智。
刘通的这3个儿子，唐朝时期官居要职，功名业绩远在乃父之上。
其中又以老大刘德威一支最为荣显。
　　刘德威，《新唐书》、《旧唐书》均有传。
史载，刘德威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又“以干略见称”。
隋末为李密的得力干将，后率部投奔李渊，被唐高祖封为左武将军、滕县公。
后因征窦建德、王世充有功，升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改封彭城县公，还赐娶宗女平寿郡主。
刘德威与大唐皇室的联姻，使丛亭里刘氏再一次名声大震。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刘德威又历任大理、太仆二卿加金紫光禄大夫、锦州刺史、刑部尚书、遂州刺史
、同州刺史等一系列显要职务。
刘德威出任地方刺史期间，为政以廉洁著称。
刘德威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去世后被谥为襄，并被准许陪葬献陵，可见荣宠之极。
刘德威的3个儿子，也都很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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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刘审礼；袭爵为彭城县公，历任将作大匠，兼检校燕然都护，后官至工部尚书，兼检校左卫大将
军等要职。
后来征讨吐蕃侵略时兵败被俘，去世于吐蕃，谥为“僖”。
　　刘审礼也有三子：长子刘俭寿，太常臣；次子刘侍庶；三子刘易从，历任彭州长史，封任城县男
，后被人诬陷而被处死。
刘易从生二子：刘弄、刘政。
长子刘弄，开元时官至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袭封任城县男；次子刘政，官任给事中。
刘昇的儿子刘息也官任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袭封任城县开国男爵。
刘息生二子：刘颢、刘颙，刘颐官任殿中侍御史。
　　刘德威次子刘祟业虽无功名，但刘崇业的儿子刘肥也官任汴州刺史、司农卿、左金吾将军。
刘*的儿子刘铉，也官任朝议郎、将作监主簿。
　　刘德威三子刘延景一支，更加兴旺、显赫。
刘延景自己官任银青光禄大夫、陕州刺史，后以女贵被追赠为左仆射、沛国公，他的子女更有成就。
　　刘延景有4个儿子：长子刘温玉，任许州刺史；次子刘承颜，任宗正卿；三子刘瑷（原名刘药，
后因避肃宗讳改名刘瑗），任国子祭酒、金紫光禄大夫；四子刘琪，任左卫将军。
刘温玉的儿子刘寡悔，也任齐州刺史。
刘瑷生二子：刘为辅、刘为麟。
刘为辅官任朝散大夫、岐州司马。
　　刘为辅的儿子刘商，是唐朝大历时期著名诗人，官任检校虞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著作有《刘
商诗集》10卷。
　　刘延景的女儿，则嫁给唐朝第5个皇帝睿宗李旦为妃，此即肃明顺圣皇后。
刘皇后生的儿子宁王李宪，曾被立为皇太子，后让位于庶弟李隆基（即唐玄宗），死后谥为让皇帝。
刘氏家族与皇室的再次联姻，刘氏皇后的产生，使丛亭里刘氏地位更加荣显尊贵，冠于整个刘氏宗族
。
　　　　清同治三年（1864年），刘铭传因攻陷常州，生俘并处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有功，被清朝
廷赏穿黄马褂，晋升为直隶总督。
同年，刘铭传在常州获得举世闻名的“虢季子白盘”，并秘密运回肥西老家收藏。
同治七年（1868年），清政府平定捻军，刘铭传因剿捻居首功，被清政府封为一等男爵，祖上三代也
都受封为一品官爵。
肥西刘氏至此名扬天下。
　　此后数年内，刘铭传因与朝中大臣政见不合，辞职或被革职赋闲在家。
此间他一方面仍经常奉旨进京参与朝政决策，另一方面利用难得空闲在家乡办肥西书院，发展文化教
育事业。
与此同时，为了光宗耀祖，刘铭传还在家乡修庙建祠，出资主持修撰第3次和第4次续修《刘氏宗谱》
。
　　如果说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是刘铭传崛起的基础，那么在保卫台湾的中法战争和对台湾近代化治
理上的卓越贡献，就是刘铭传得以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关键。
公元1884年，因法国入侵越南而引发的中法战争由越南向中国沿海地区漫延，由孤拔将军率领的法国
中国海舰队入侵我国领海，台湾告急！
就是在这样一种危急情势下，刘铭传在七月临危受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全台各镇，道官员均
受其节制。
刘铭传在进京面圣后，于七月率旧部130人开赴台湾，抵达基隆，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台湾保
卫战的序幕。
当法军第一次炮轰基隆港时，刘铭传亲自督战，重挫法军，清政府也宣布对法开战。
后来，当孤拔将军所率法国舰队再次凭借强大的火力进攻基隆时，刘铭传力排众议，采取主动放弃基
隆、重点援守沪尾港的战略。
然后，刘铭传率领所部与台湾人民一道，孤军驻守台湾达8个月之久，多次粉碎了法国侵略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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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沪尾大败法军，取得了抗法保台的决定性胜利。
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沪尾大捷”，或称“淡水大捷”。
这此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斗争的嚣张气焰，捍卫了台湾，也有力地支持了进行抗击法国侵略
者的陆路友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刘铭传也因此成为一位威名远播海内外的民族大英雄。
　　台湾保卫战胜利后，清朝政府于1885年正式下诏将台湾由福建省的一个道上升为台湾省，并任命
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省巡抚。
此后，刘铭传一直在台湾任巡抚长达6年之久，直到1891年因病退休回乡。
　　刘铭传在任期间，对台湾实行了大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巩固海防和加强建设2个方面。
他先整理台湾的军备，重建了有关炮台，安装了新型大炮，购买新式枪支弹药武装守台军队。
在军队建设上，他提出了“辟全台自有之利，养全台自守之兵”的思想。
刘铭传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在台湾首先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改革实践。
他在台湾设立了机械局，电报局、邮政局、抚垦总局、煤务局、铁路总局，修建了台湾最早的铁路，
接通了连接台湾与福建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发行邮票。
他在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外，还设立招商局，专门负责引进外资事宜，成为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
先驱。
刘铭传还注重台湾教育改革和人才的培养，他执政期间，举办了在台湾本岛进行的首次科举考试（乡
试），为台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
刘铭传在台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因此，他被人们称为“近代台湾资本主
义开发的先驱者”。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底，刘铭传在故乡肥西刘新圩（今属安徽省六安市）病逝，终年60
岁。
他的著述有《刘壮大肃公奏议》、《盘亭小录》、《大潜山房诗抄》、《大潜山房诗抄补遗》等流传
于世。
　　　　明清时期是中国刘姓修谱的高潮时期。
现在存世的最早族谱，就是明朝时的刻本，但数量不多。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知的明本刘姓族谱仅有8部，其中最早的是明正德年间的《山阴
刘氏宗谱》，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现在存世最多的刘姓族谱，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刻印的，其中又以民国时期修纂的为主。
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离现在只有几十年，保存较易的缘故。
大凡官宦之家、富贵之家，甚至就是普通百姓刘氏，在明清和民国时期都有修谱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地区的刘姓和其他姓氏一样，基本上都停止了修谱，不过在
个别地方也有续谱之举，如江苏丰县刘邦故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续谱活动。
而海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刘姓的修谱活动则一直没有中断。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人不再视族谱为“四旧”，政府有
关部门还发布了要重视族谱的收集和保存的文件。
与些同时，中国大陆地区修谱、续谱的现象又悄然兴起，并出现了大规模跨宗派、跨地区联合修谱的
现象。
这无疑是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之后才会有的喜人现象。
　　新的族谱，虽然是在旧族谱的基础上续修的，但大都增加了反映新时代、新风气的新内容。
当然，这些新族谱因为是民间自发编修的，其内容质量都参差不齐。
就笔者所知，现代新族谱中，就内容丰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良，印制精美等方面而言，较优秀的有
云南《彭城春秋》、江苏《雎邑沛郡刘氏宗谱》和江西的《中华刘氏通谱》、湖南的《刘氏文史》等
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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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旨在整理中华姓氏文明，疏通各姓氏之来龙去脉，为广大读者和姓氏文化研究者提供一套史
料考订详实、文献资料丰富的通史。
姓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整理，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精神的
凝聚以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
　　本书是一部插图本通史性著作，收录了大量精美插图，涉及该姓祖先、人物、郡望、文物、文献
、名胜、遗迹等相关内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个别插图与正文文字并非一一对应，故名为“插图本”，不叫“图说”。
请读者察之。
　　本书主体部分之文字由徐玉清完成，插图及图注、文献、人物谱三部分内容由华言实增补。
著者和华言实将各自承担相关部分之文责。
文献部分主要取材于中华书局之《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之《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
提要》，人物谱部分主要取材于上海辞书出版社之《中国人名大辞典》，书中所采用的地图均来自中
国地图出版社《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作，在此一并致谢。
　　该书之编撰有相当难度，错讹和不当之处肯定会存在，资料方面的不齐备更是在所难免。
希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能提供相关资料，以利于下一步修订再版。
　　丛书已出版的第一辑13种，、得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回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使我
们对计划中的“百卷本”的最后圆成，更加充满信心。
欢迎有志于姓氏文化研究的作者惠赐大作，共襄盛举。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德外五路通街19号院2号楼东方姓氏文化研究中心。
　　电话：010-82033007　传真：82033008　邮编：100011　　编　者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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