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釋客家劉氏族譜--劉雲月 

改革開放後，我國進入政通人和興旺發達文明和諧社會主義社

會，全國各地興起修史修志修譜熱潮，劉氏裔孫，尤其是客家劉

氏裔孫同樣掀起修族譜高潮，但非常遺憾的是客家劉氏族譜的世

系表中先祖代數很不統一，對此，參加修譜的宗親並不焦急，反

正那一個宗支可能都有前代前輩修的現成舊譜，照抄照搬續編世

系表就是，急的是劉氏宗親聯誼會的領導者和那些譜牒專家們，

他們總想經過考研論證，編出客家劉氏統一的世系表，以應宗親

編譜之需。但客家劉氏入粵始祖開七公己下傳繁衍發展成龐大的

族群，開七公應排在 129 或 131 或 132 或 134 或 135 或 140 或

146 或 149 世等那一世呢？ 

 

客家劉氏可以說是個逃難的族群，客家劉氏先祖經過長期顛沛流

離從北方來到南方開基肇業。由於歷史原因，其族譜中的世系表

代數從來就沒有統一過，爭論也不少於一百八十年了，現在立即

要統一編世系表，聲嘶力竭呼一呼可以，實際上可是千頭萬緒難

上難。不妨先來參閱一下客家劉氏的多種世系表。 

 



                ［一］ 

南京譜世系表 

 

1/源明—2/永河—3/濟樂—4/歲紀—5/正坤—6/長曆—7/德

堯—8/仁宏—9/廷光—10/爵南—11/行矩—12/複旺—13/茂

清—14/孔陽—15/日永—16/得榮—17/聚義—18/累—19/昌

益—20/歆—21/泳—22/淋—23/麓—24/洪週—25/申—26/茂

高—27/道山—28/叨亮—29/先—30/坤—31/案臨—32/智和—

33/繪—34/元遠—35/觀榜—36/文禎—37/符—38/九玲—39/

道總—40/伯億—41/篤慶—42/楚陽—43/弼—44/勇—45/建

平—46/經—47/照然—48/之雄—49/茂—50/平澴—51/良—

52/世郎—53/昌允—54/萬忠—55/康—56/福—57/致祿—58/

夫啟—59/惟綱—60/宗仁—61/大化—62/閔鴻—63/晉—64/

璜—65/鳴申—66/松—67/文先—68/柏仲—69/盛臣—70/夢

清—71/喬—72/豐—73/榮—74/端—75/邦—76/恒—77/啟—

78/勝—79/向—80/貞—81/昂—82/祿—83/戀—84/英—85/

建—86/哀—87/憲—88/舒—89/誼—90/必—91/不疑—92/

惠—93/雄—94/宏—95/備—96/永—97/晨—98/乾清—99/文



琥—100/俊—101/熹—102/重輝—103/麒—104/掁河—105/

雅—106/洪舉—107/繼明—108/若宰—109/大宇—110/冰—

111/遐—112/新賢—113/丹—114/光考—115/楚之—116/

點—117/友珪—118/祓—119/子疆—120/運隆—121/官位

元—122/宏謨—123/浙—124/晉靈—125/曙道—126/成通—

127/遜—128/樞衡—129/祥—130/天錫—131/沐—132/瓏

圖—133/任—134/若還—135/尚—136/參常—137/德洪—

138/月清—139/梅—140/富山—141/福高—142/文平—143/

瓚—144/源遠—145/詔—146/宗臣—147/貴盛—148/龍—

149/開七   

本世系表是居住在湖南省臨澧佘市橋的巨漢公裔孫于清光緒癸巳

年［1893 年］三月三修族譜中所載。譜中述明以下情況：本世系

表是［遐公裔孫合嗣公立］的［ 南京劉氏族譜］中的世系表。遐

公是本世系表的第 111 世祖［劉墉譜記為 100 世祖顯公：號遐，

興寧譜記為第 105 世祖坤仁公生子炤、傑、丹、遐、法］。 

劉繹是江西永豐人，是清道光 15 年［1835 年］一甲一名進士［

狀元］。從劉繹給朝庭［奏表］中所述，他是奉聖旨修族譜，他修

的族譜就是用此世系表。他把族譜隨［奏表］一同［拜進］朝庭



的，所以此客家劉氏族譜的［世系表］己送交清朝中央政府，可

能現在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一千多萬件清朝檔案中，有此

［世系表］存檔。 

本世系表是［遐公裔孫合嗣公立］，由此查到開七公族系以外的客

家劉氏宗支也有應用此世系表編譜，如富山公生子國泰 福高 春

四［田？］，春四公後裔遷居江西，［萍北上栗秋江］劉氏族譜就

採用此世系表，其譜初修于清朝嘉慶十三年（1808 年），續修在

同治六年［1867 年］，三修在光緒 29 年［1903 年］，四修在 1940

年，五修在 1995 年。再說湖南木馬劉氏方遠公派［143 世瓚公之

子］族譜、劉繼德先生所蓍［湖南劉氏源流史］一書中，也採用

此世系表，取名［中山靖王劉勝脈廣傳裔世系圖］，己傳至 182 世，

但其中個別先祖名與此表有不同。可見把開七公排在 149 世祖的

世系表，開七公族系外的客家劉氏宗支都有使用此世系表編譜，

使用此世系表編譜且時間長，範圍廣。 

 

劉墉譜世系表 

 

 1/源明—2/永河—3/濟樂—4/歲紀—5/正坤—6/長曆—7/德



堯—8/仁宏—9/廷光—10/爵南—11/行矩—12/複旺—13/茂

清—14/孔陽—15/日永—16/得榮—17/聚義—18/累—19/昌

益—20/信盛—21/泳八—22/相承—23/全福—24/美勳—25/釗

胎—26/丙寬—27/文盛—28/錦遙—29/升吉—30/瑞明—31/先

柱—32/源傳—33/維宗—34/新興—35/建呂—36/寶招—37/晨

祿—38/任玉—39/添禎—40/樹鴻—41/登貴—42/俊通—43/彥

武—44/標林—45/德朋—46/朝良—47/廷聲—48/元振—49/勝

海—50/杜伯—51/隰叔—52/士為—53/昌允—54/士會—55/拱

照—56/報聯—57/致祿—58/文—59/士雲—60/倉模—61/榮

信—62/封誥—63/大祿—64/富仙—65/貴文—66/得—67/璋

秀—68/金盛—69/榜照—70/顯科—71/思龍—72/恩盛—73/

榮—74/瑞—75/邦—76/恒—77/啟—78/勝—79/貞—80/昂—

81/祿—82/戀—83/英—84/建—85/哀華—86/憲—87/舒—

88/誼—89/必—90/不疑—91/惠—92/雄—93/弘—94/備—

95/永—96/晨—97/乾清—98/文琥—99/俊—100/熹—101/重

輝—102/麒—103/掁河—104/雅—105/謹升—106/淳震—

107/坤仁—108/大宇—109/冰—110/顯—111 新賢—112/

丹—113/昞—114/珍—115/於政—116/虯—117/之遴—118/



楨—119/子翼—120/可壽—121/尚文—122/學易—123/洪—

124/曙道—125/遜—126/賄—127/祥—128/天錫—129/沐—

130/龍圖—131/任—132/若還—133/參常—134/德洪—135/

月清—136/梅—137/富山—138/福高—139/子翬—140/瓚—

141/源遠—142/詔—143/宗臣—144/貴盛—145/龍—146/開

七 

 

此世系表是劉墉於清乾隆 48 年［1783 年］癸卯歲撰修［劉氏集

注重修族譜］中所載。其實此世系表是刪除了南京譜世系表中的

向、成通、尚公三位先祖的芳名而成。表面看起來整個世系表中

先祖的芳名與南京譜很多不同，其實一位先祖錄入不同的名或字

或號而己，如本世系表中的杜伯公［名平澴］，南京譜錄入是平澴

公，再如本世系表中的珍公［名楚之］，南京譜用楚之公而不用珍

公。為什麼要刪去南京譜世系表中三位先祖芳名，無直接具體說

明原因。 

 

考證專家有的質疑此世系表不是劉墉所編，是劉展程一人所編的

兩種世系表，有的專家乾脆說劉墉此時間段忙於公務，沒有時間



編寫劉氏族譜。其實本世系表在劉墉譜前己出現，劉慶春宗長所

蓍［劉廣傳傳奇］一書中寫到明嘉靖 13 年［1534 年］統升武英

譜就是如此世系表，再後清光緒劉展程譜也同樣是如此世系表，

只是劉墉與劉展程在此相同世系表中，從始祖至富山公有二十四

處對各代先祖作不同注釋，劉墉謂“集注重修”，劉展程謂“集

注匯纂重修”，此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收集歷史古籍中有關先

祖的生平及吏跡資料，對有關先祖添加注釋，而達到對前輩所修

族譜進行補充或充實內容而己。 

 

劉墉同他的父親劉統勳一樣，畢生都在追尋其本脈宗支的祖源，

留下許多溯源尋宗的故事，劉墉在乾隆 39 年［1774 年］為［門

氏族譜］寫序言中說：“稱之祀祖有廟，傳宗有譜，昭穆皇皇，

宗支綿綿，源遠流長，慎終追遠，延綿衍之，系緒則不紊，皆由

譜也。家譜者，志姓氏之書也。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

之姓氏而不疑，綴之婚姻而不別。”堂堂清朝一品大官，為族譜

收集先祖歷史資料並添加注釋，對他來說又有多大困難呢？按劉

慶春宗長在［劉廣傳傳奇］一書中所載，作者查閱廣東等 13 省及

港澳地區幾百本劉氏族譜，有 60％以上劉氏族譜使用此世系表編



寫族譜。 

 

興寧譜世系表 

  1/源明—2/永河—3/濟樂—4/歲紀—5/正坤—6/長曆—7/德

堯—8/仁宏—9/廷光—10/爵南—11/行矩—12/複旺—13/茂

清—14/孔陽—15/日永—16/得榮—17/聚義—18/累—19/昌

益—20/信盛—21/泳八—22/相承—23/全福—24/美勳—25/釗

寧—26/昞寬—27/文盛—28/錦遙—29/升吉—30/瑞明—31/先

柱—32/源傳—33/維宗—34/新興—35/建呂—36/寶招—37/晨

祿—38/任玉—39/添禎—40/樹鴻—41/登貴—42/俊通—43/彥

武—44/標林—45/德朋—46/朝良—47/廷聲—48/元振—49/勝

海—50/杜伯—51/隰叔—52/士為—53/士穀—54/士會—55/拱

照—56/報聯—57/致祿—58/文—59/士雲—60/倉模—61/榮

信—62/封誥—63/大祿—64/富仙—65/貴文—66/得—67/璋

秀—68/金盛—69/榜炤—70/顯科—71/思瀧—72/恩盛—73/

榮—74/瑞—75/邦—76/恒—77/啟—78/勝—79/貞—80/昂—

81/祿—82/戀—83/英—84/建—85/哀華—86/憲—87/舒—

88/誼—89/必—90/達—91/不疑—92/惠—93/雄—94/弘—



95/備—96/永—97/晨—98/乾清—99/文虎—100/麟 101/掁

河—102/雅—103/謹升—104/淳震—105/坤仁—106/丹—

107/昞—108/珍胥—109/於政—110/虯—111/之遴—112/

楨—113/子翼—114/可壽—115/尚文—116/學易—117/洪—

118/曙道—119/遜—120/賄— 

121/祥—122/天錫—123/沐—124/龍圖—125/任—126/若

還—127/參常—128/德洪—129/月清—130/梅—131/富山—

132/春田—133/貴盛—134/龍—135/開七   

 

本世系表原是 1928 年裔孫鑒伯、莘隱等倡辦撰修興甯［劉氏族譜］

所採用世系表，此世系表上朔首編何人未明，但按劉慶春宗長在

［劉廣傳傳奇］一書中所載：明萬曆 2 年［1574 年］連城譜就採

用此世系表，皆書作者查閱廣東等 13 省及港澳等地幾百本劉氏族

譜，有 30％左右的劉氏族譜使用此世系表編寫族譜。此世系表得

到一些專家的推崇，認為父子年玲代距較普合中華人種的生育規

律，但請問中華人種是什麼人種？科學家有定論嗎？人的生育規

律怎樣？人類學等專家有定論嗎？父子兩代平均歲距科學家怎麼

說？一連串有關歷史、社會、科學、技術、婚俗、生育等問題，



難道單獨考研族譜的世系表能給出相應的準確資料嗎？所以請世

系表的考證專家們靜下心來，好好考慮一下自巳的考證思路和下

的結論準確性如何。 

 

                   ［二］ 

 

此三式世系表對比起來，78 世祖勝公往上溯每一代先祖芳名是相

同的，從始祖源明公至累公、邦公、勝公、備公、祥公，一代接

一代血統昭穆直線清楚，再從世系表中表明先祖繁衍遷移路線也

是一樣的，這便是三個世系表的共同特徵。以尊祖、敬宗、睦族

為宗旨，明血統、防亂宗、敘本系、述始封為功能的世系表，把

複雜的血統關係錄取分明，三個世系表都表達出來了。但不同的

是先祖的代數相差三代、十四代。除此外，肯定還有其他的世系

表，這裡就不說了。 

 

南京譜、劉墉譜、興甯譜的編者可能不是客家劉氏世系表的始編

者。他們肯定是按他們當時所能掌握的前代前輩所編的既有的世

系表，按自巳對世系表的理解和考證後提出自己的疑問，然後按



自己所能掌握的資料，進行世系表的重新修訂，他們自己認為經

過修訂後的世系表，普合宗族歷史事實。非常遺憾的是，那一位

編譜者均沒有寫明自己是按前代前輩那一時期的世系表進行修

訂，因此，客家劉氏世系表的始編者可能永遠是一個謎。若說客

家劉氏族譜首編者是沐公、月清公，但他們編的族譜和世系表有

沒有下傳原件呢？據查廣傳公後裔、四房巨淵公第六子洤公之後

裔住在江西萬安，其族譜從“後晉至民國一千多年來有過八次修

造，即從後晉天福二年（943 年）由沐公第一次創修，宋神宗二

年（1079 年）月清公二修，宋隆興元年（1163 年）瓚公三修，

還有明萬曆三年（1575 年）四修，清咸豐十一年（1861 年）五

修，清光緒八年（1882 年）六修，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

七修，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 年）八修。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的族譜，從一世源明公到開七公、廣傳公到馬楊生十四郎公與興

寧總譜所列世系基本相同。”若果真是沐公錄譜下延到現在的世

系表，用此最原始的世系表就成了，何須爭論呢？   

 

長期以來考研客家劉氏世系表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改革開放

後，由於網路發達，資訊傳遞快捷，有關客家劉氏世系表的爭論



考證更公開更熱烈了。宗親聯誼會的領導、譜牒考證專家急於要

編寫出客家劉氏的統一世系表，從會議紀要到互聯網展開熱烈的

爭論，但把開七公編在 149 世的南京譜、把開七公編在 135 世的

興寧譜沒有多少人去議論，偏偏是把開七公編在 146 世的劉墉譜

被質疑最多，這可讓人有點不可理解。拜讀有關大作，才知道原

因有很多：如劉墉譜把福建“劉氏五忠”之一劉韐的英烈事蹟套

在福高頭上，抓住歷史上編譜的“惡飾”劣習，也就是說抓到了

要刪減代數的話柄，從福高公下延三代或五代的先祖芳名統統刪

掉，乾脆利索把春田公與宗臣公合二為一，貴盛公八兄弟便成了

春田［名宗臣］的兒子了。 

這裡要提幾個問題：劉墉譜的編寫者是錯接他譜還是“惡飾”？

有何證據證明春田公與宗臣公是同一個人的兩個名字？把貴盛公

“安排”為春田公做兒子，現住在江西的春田公的裔孫歡迎不歡

迎？貴盛公八兄弟中，己知其弟貴隆公、貴昌公傳下的裔孫住在

湖南、山東等地，他們知道不知道要讓自巳的先祖去“認”新爸

爸？還有被刪去的瓚公有一個兒子方遠公，其傳下裔孫即現在的

湖南木馬劉氏宗支，他們被“排除”出客家劉氏了，要不要聽一

聽宗親的意見如何？ 



 

宗親聯誼會的召集者和考研專家們可能誰都不想回答這些問題，

也可以預想他們絕對不可能給宗親一個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考

研世系表忽略了世系表裡一個最關鍵的因素：血緣關係。血緣關

係應該分成三層，第一層關係就是指孩子與父母之間的最親近關

係，第二層是指與父母其他有關係的人例如爺爺奶奶叔姨等之間

的關係，第三層就是與這些二層後輩們之間的關係，例如表兄弟

妹堂兄弟妹等。 

 

族譜的核心內容是記載一個族系的世系源流、血緣關係。世系表

是族譜的核心部份，是一個族系的世代相傳血緣關係總紀錄，記

載一個族系同根共祖、血脈相傳、世系延續、發展繁衍軌跡。上

面說到的貴盛公兄弟八人是不是春田公的兒子，決定條件就是他

們是不是父子的血緣關係，這不是編譜者可以隨意“安排”的，

是編譜者必須找到他們真正的血緣關係，才可以確定春田公生子

貴盛公八兄弟，確認他們是春田公的兒子。要達到這個目的，並

不是可以用什麼 “量尺”，簡單量一量他們父子兩代生年代距可

以決定的。再說南京譜中 78 世勝公生子代公，代公生子貞公，興



寧譜在勝公這代中寫明勝公生二十一子，其中第五子是貞公，二

十一子中又無向公之名，即便有書籍記載勝公生一百多兒子中有

向公之名，向公與貞公是親兄弟關係，也不是父子關係。在貞公

這代中寫明向公是貞公的從兄弟，勝公與貞公的血緣關係［即父

子關係］可能就成立了。但興甯譜把春田公與宗臣公合二為一，

從血緣關係來說，就令人費解了。再說，可能有人要問：從福高

公至貴盛公，他們一代傳一代都是有父子血緣關係嗎？要回答這

個問題的人只有二人：一個是原世系表的編者，另一個就是質疑

者，按“誰質疑誰舉證”的原則，只能有勞質疑者舉證了。 

 

維繫一個族群的親情關係是靠無形的血緣關係，真實的血緣關係

只有在族譜中的世系表中展現出來，世系表就是真實血緣關係的

有形表現。世系表是明血統、防亂宗的主要依據，通過族譜中的

世系表明世系、序長幼、辨親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因此修

改世系表是對祖宗、對子孫負責的嚴肅的事情，應該保證考證時

所採用的材料可靠、真實、準確，要實證、互證、質證，輔證，

絕對不可用孤證，偽證。 

 



一個族系只有一種真實的世系表，真實的世系表那就是一代傳一

代都是真實的父子血緣關係。要編寫出如此真實的世系表談何容

易。上面所錄南京譜、劉墉譜、興寧譜的世系表都存在或多或少

的瘕疵，與完全真實的全部以父子的血緣關係編寫的世系表還有

一段距離。現在遐公傳下的宗支、湖南省廣傳公的宗支廣泛使用

南京譜中的世系表編譜，劉慶春宗長在廣東等 13 省及港澳地區所

閱幾百本劉氏族譜中，發現有 60％以上的劉氏族譜使用劉墉譜的

世系表編譜，興寧譜的世系表得到聯誼會的領導、專家們的推舉，

但硬性規定三種世系表中那一種來編寫客家劉氏族譜都有不足的

地方，都得不到所有客家劉氏全體宗支的同意。怎麼辦？ 

劉繹編寫客家劉氏族譜在劉墉之後，其所用世系表卻取南京譜的

世系表，勝公之後是代公，他不象劉墉編譜給福高公以“惡飾”，

一字不提劉韐，原原本本照錄南京譜的世系表，並理直氣壯把族

譜上交朝庭存檔，興寧譜把開七公排在 135、146 世的兩種世系

表照錄，不作厚此薄彼的評價，即是 2014 年出版的、由興甯市劉

選仁宗長主編的［客家劉氏宗譜］同樣如此錄入兩種世系表，自

明朝至今，客家劉氏就存在多種世系表，但客家劉氏血統沒變，

昭穆沒亂，客家劉氏珍貴的宗族人文資料，保證了族譜沒有失真，



沒有誤導廣大裔孫。而若不作血緣關係考研，僅僅以什麼改“錯

接宗支”、簡單以量尺算代距定代數，一昧強調統一世系表，並

急急忙忙應用在編譜上，後果可能適得其反，可能打亂各地客家

劉氏族譜世系表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望宗親聯誼會的領導和專家

們審之慎之。若不作血緣關係考研，僅僅以什麼改“錯接宗支”、

簡單以量尺算代距定代數，一昧強調統一世系表，並急急忙忙應

用在編譜上，後果可能適得其反，可能打亂各地客家劉氏族譜世

系表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望宗親聯誼會的領導和專家們審之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