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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耀华文/图

刘姓是中国四大姓氏
之一，目前人口约8000万，
其中30余万人分布在平顶
山。

历史上，刘姓人才辈
出，王侯将相数以百计，文
人雅士数不胜数。参天之

树必有其根。因供奉着当
今学术界公认的华夏刘姓
始祖刘累，近年来，位于鲁
山县库区乡昭平湖畔的中
华刘姓始祖苑游人如织、香
火不断。

在寻根热潮的推动下，
在平顶山市刘氏文化研究
会、鲁山县世界刘氏文化研

究会的不懈努力下，中华刘
姓始祖苑已形成五年一大
聚、一年一小聚、日日有人
气的文化民俗，助推了当地
旅游业发展，也让天下刘姓
后裔有根可寻、有源可溯。
10月28日，记者走进鲁山，
探访当地刘氏宗亲文化和
刘姓始祖的故事。

刘姓宗亲心连心 御龙精神耀古今

据《左传》《汉书》《水经
注》等史料记载，刘累系夏
代孔甲之臣，因养龙有功，
被夏帝赐为“御龙氏”。后
刘累不慎将龙养死，怕帝王
降罪，遂于公元前 1873 年

“惧而迁于鲁县”（即今鲁山
县库区乡昭平湖畔），改姓
为邱，繁衍生息，死后也葬
于此地，后人称此地为邱公
城。

1958年，邱公城所在地
出土了大量石斧、陶片、兽
牙、骨器等，佐证了此处早
期先民活动频繁的说法。

为什么刘累选择迁至
鲁县？曾出版《华夏刘姓》
一书的鲁山县退休教师刘
福朝认为，刘累是尧的裔
孙，刘累迁鲁的原因之一是
鲁县为尧部落的祖居地。

2000 年 农 历 三 月 初
三，因昭平湖水位下降，邱
公城附近一处土坡上出现
日、月、腾龙大型地画，画中
的“龙”长32米、宽5米。水
库管理部门买来布匹将图
案拓印下来，因此有了海内
外专家口中的“鲁山龙”。

“刘累公以养龙得名，

这些龙形地画极有可能是
后人为了纪念他，特意挑选
不同颜色的土绘制而成。”
刘氏文化研究者、鲁山县退
休干部刘天旭说，当年修建
昭平湖时，还曾挖出过有

“刘累之墓”字样的石碑，可
惜没有保存下来。

“无论是民间传说、旧
城遗址，还是考古发掘、史
料记载，都指向邱公城就是
刘累故邑，华夏刘姓起源于
鲁山的说法确凿可信。”鲁
山县世界刘氏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刘国义说。

刘姓祖根在鲁山

2001 年 10 月 12 日，第
三届世界刘氏宗亲联谊大
会在泰国曼谷召开，鲁山县
侨联、平顶山市侨联以及平
顶山刘氏后裔代表刘建兴
等人前往赴会，向举办方提
供了大量刘累生活在鲁山
昭平湖畔的佐证。

“赴会的目的就是告知
众人鲁山是世界刘姓的根
源。”刘天旭说，当时本地不
少刘氏后裔已有清明前往
昭平湖畔祭拜刘累的习俗。

会后不久，世界刘氏宗

亲联谊大会组织人员赶赴
鲁山，对刘姓起源于鲁山的
说法进行考证并深表认同，
决定将世界刘氏第四届《寻
根》联谊大会交于鲁山承
办。其间，著名侨领、社会
活动家、慈善家、马来西亚
华人刘南辉率先捐款 565
万元，并号召世界各地刘氏
后裔踊跃捐款，建成了如今
的中华刘姓始祖苑。

2004年5月26日至29
日，世界刘氏第四届《寻根》
联谊大会在昭平湖畔如期

举行，来自日本、泰国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的刘姓侨
领以及海内外各界刘姓人
士1000余人参加了拜祖大
典，为寻到始祖激动不已。

2010 年 10 月 22 日，在
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七届世
界刘氏宗亲联谊大会上，相
关负责人宣布，自2011年4
月19日起，每隔5年在昭平
湖畔举行一次隆重大典，每
年举办一次小型活动。刘
姓始祖在鲁山的说法越传
越广。

宗亲遍布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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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昭平湖，微波荡
漾。中华刘姓始祖苑位于
昭平湖东南，依山而建，前
殿后寝、布局严谨，包括御
龙广场、文化长廊、始祖殿、
功德殿、先贤殿、世界刘氏
纪念馆、功德碑林等。当
天，园区游客络绎不绝。

同行的鲁山县刘氏后
裔刘太山告诉记者，刘累墓
的尺寸有象征意义，直径
18.73米寓示刘累于公元前
1873 年迁徙鲁山，周长 66
米寓意刘姓历史上出现过
66名皇帝。

“特意趁星期天前来，
一方面带孩子领略昭平湖
美景，另一方面让孩子知
根、知源、知礼。”在刘累墓
前，来自市区的刘先生说，

来此参观，不仅想让孩子知
道这里是刘姓发源地，更想
让其领略刘氏传承千年不
衰的家风文化，知晓历史上
刘氏家族的英雄人物，进而
在成长中高标准要求自己。

“正如一些媒体所言，
刘姓的宗族文化，是一种王
者风范和御龙精神。”刘国
义说，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
家风和宗族文化，如朱姓尚
武崇学、孔姓崇文重礼等。
在一些刘氏族谱上有“御龙
精神”字样，还有部分刘姓
望族以“御龙堂”为堂号。
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
刘氏以“御龙”自居，透露出
的是一种王者风范。如今，
刘姓的“王者之风”和“御龙
精神”早已脱离王侯将相思

想的束缚，成为刘氏子孙激
励自己奋发向上的精神动
力。

另据了解，2006年4月
13日，鲁山县世界刘氏文化
研究会挂牌成立。不久，平
顶山刘氏文化研究会也诞
生了。“除了办好祭祀活动，
研究会主要致力于刘氏文
化的研究、发掘，梳理刘氏
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详
情。”鲁山县世界刘氏文化
研究会会长刘海龙说。

刘天旭说，《华夏刘姓》
一书就是在刘氏文化研究会
帮助下完成的，“目前我们正
在编写《刘氏文化研究丛
书》，以此弘扬汉文化和御
龙精神，进一步推介、宣传
鲁山，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御龙精神代代传

始祖殿

中华刘姓始祖苑牌坊

鲁山县世界刘氏文化研究会工作人员在观看中华刘姓始祖苑
内的壁画

用布匹拓印的“鲁山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