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

史册，在众多的姓氏中，刘氏是个

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影响最大的

姓氏之一。在近百万人口的高安

市，刘氏则有金沙刘、钧山刘、西

汉刘、墨庄刘等不同支系，仅金沙

刘氏就有 100 余个村庄，达 38000

多人，是雄居高安榜首的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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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刘氏的始祖刘拾系汉高祖刘邦之六代孙、汉

景帝刘启之孙、汉武帝刘彻之亲侄、长沙定王刘发之第

八子。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被授土封爵为建

成侯（属地为今高安市）。从那时起，金沙刘氏的祖祖

辈辈、世世代代就依傍锦河而居，劳动、生息、繁衍在这

片肥美富庶的土地上，至今已有2148年了。

金沙刘氏源远流长，自古闻名于世。早在公元前

206年，汉高祖刘邦创建西汉皇朝，刘氏就已威震天下，

刘氏王侯遍及中国。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里，刘氏是

称帝最多、立国时间最长的姓氏，先后有西汉、东汉、蜀

汉、汉、前赵、南朝宋、后汉桀燕、南汉、北汉等 10多个朝

代或政权为刘氏所建立，其中称帝者有 66 人，共历时

650 多年。尤其是西汉、东汉时期，由沛人刘邦建立的

汉朝，共历29帝，400多年。

西汉自刘邦以后，经数代治理开拓，中国达到了

空前的统一和繁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历经百

战，击败了势力强大的匈奴，使中国的疆域得到大规

模的扩展，为现代中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当

时，汉朝声威远扬，周边国家对强大的汉国十分敬服，

他们把汉朝治下的臣民称为“汉人”，现今中华 56 个民

族的汉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天下刘氏子孙为此而感

到自豪和骄傲。

高安金沙刘氏自始祖讳拾（史称刘拾，为高安建县

第一任县级长官）受汉册命封建成侯（西汉元朔四年，

公元前 125年），卜居水南金沙台（今高安市筠阳街道左

桥行政村来苏渡西，今三文村）至今已有 2148年。世代

繁衍，休养生息，枝繁叶茂，人才辈出。据金沙刘氏谱

载：晋代有刘善明，唐代有刘安国、刘宗辅；北宋有刘平

伯（号称平伯翁，与宋代大诗人苏轼、苏辙兄弟私交甚

好）、刘忠叔、刘鲁瞻；明朝有刘宗高、刘遂、刘宪、刘处

智、刘子仪；明末清初有刘九嶷、刘友瞻、刘文舟、刘绪

文；民国时期有刘炎南（同济医科大学教授）、刘北辰

（昆明工学院教授）、刘鹏程（台湾淡江大学艺术系主

任）。这些历代英豪，有的是朝庭命官，有的是文人墨

客，他们为中国的古今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

贡献，为世人所传诵。新中国成立后的 70多年里，金沙

刘氏更是人才辈出，代有英才，博士、硕士、教授、研究

生、留学旅居国外的刘氏子孙大有人在，族民的文化水

准普遍提高。

为了进一步统计好金沙刘氏在高安的分布情况，

1998 年金沙刘十三修谱局工作人员深入实际，作了大

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史料，

弄清了金沙刘氏在高安及邻市县的分布情况。根据

《高安县地名志》载，高安市有刘氏村庄 176 个，其中金

沙刘氏大约 120 个左右。12 修（1948 年修谱）家谱上谱

村庄共有 90个，13届（1998年）增加 12届以前金沙刘未

参修村23个和原修村分支另立村4个，合计117个。

这些村落有：高安市瑞州街办濠溪行政村江背村、

瑞州街办上坊村（现居筠西新村）、瑞州街办昌溪村、瑞

州街办连锦江子刘村、荷岭镇琴岭刘村、筠阳街办院背

廖家刘村、黄沙镇狮子塘背村、黄沙镇狮子上贯子村、

黄沙镇狮子晏家村、祥符镇建山行政村棋盘村、祥符镇

庄前刘村、灰埠镇五里三保村、新街镇西港前村、新街

镇堆子上村、独城镇山东杭溪村、独城和溪罗车村、太

阳镇店下村、太阳金田井头村、村前镇龙桥大城刘村、

田南镇田南行政村屋背村，南昌市新建县（今新建区）

松湖镇大路刘村（松湖栗湖村已并大路村），丰城市剑

光镇东禅巷，宜丰县双溪乡骆家槽村。

原修村分支另立村有：高安市筠阳街办院背信义

巷村、下杨村、祥符镇杉林庄前村、荷岭镇三桥村。原

修 90 个村庄中有两个村改名（东门茶亭村原为庙背

村、院背湖坎村原为小湖封）；另有 5 个村合并，即殿

侧并长乐村；潮沙并蛟湖村；楼下并塘背村；祠左、祠

右、祠北并祠堂前村，老庄并陶村。有 13 个村消失，分

别是下茅坪、高栎、牌里、辽江、屋背、庙下、均村、螺泉

山、龙 （有两个龙 ，此龙 系指义彰公后七房，希全

公后裔，现无后）牛湖、小湖、珠山、冈头山（前述均为消

失的刘姓村庄）。

有 2 个村已和别支派合修，他们是宜丰棠浦，宜

丰新昌右（即桂花树村）。对这两个村，上届谱局曾

派专人进行调查寻找，得知无意与金沙刘氏合修，故

就此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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