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刘氏主要堂号与郡望 

一、堂号 

随着姓、氏、名、字体系的完善和确立，一个个姓氏家族

亦随之健全和独立，日益庞大起来的家族，为了使自己的子孙

后代永远牢记住自己的出身和家族，并祭祀和缅怀自己的祖先，
多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给本族的祠堂起一个极富有意义的堂

号，使子孙们每提起自己的堂号，便能忆念起本姓的来源、祖

先的功德、艰辛的历途、神奇的传说。或是名人轶事、家乡出
处。高风亮节，寄望后人等等良好意愿。就我刘姓之堂号，因

人烟繁盛，散居各乡，各立纲常自立堂号者为众，如：彭城堂、

汉里堂、青藜堂、御龙堂、汉裔堂、传经堂、敦睦堂。堂号一
般可分为地名学号、典故堂号、教化堂号等。现就几个堂号来

历略述如下： 

彭城堂 

唐玄宗时，刘知几撰的《刘氏家史》中载：刘知几之兄刘知柔

曾受封彭城侯，知几于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以功封居巢县，
所以有“彭城族”之称。刘知几指出：彭城丛亭里的刘族人，是

汉宣帝玄孙徙居巢侯，其后又徙居彭城丛亭里，至魏晋南北朝

以后，后代又多迁闽、粤两省，因都是从彭城迁出，故多以“彭
城堂”为名。又丰、沛及徐州周围诸县，历有“古商大彭氏”

之称，因国名为彭域，迁出去的刘氏商补，多以彭城堂命名。 

汉里堂 
丰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历代丰县县府大门两旁，书有“古

宋遗风、汉高故里”八个大字，以示丰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

从而增志气长威风，使乡人荣耀自豪，金刘砦的刘氏裔孙、乃
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之后，其子孙世代在汉故里祖陵添坟祭

祖，为表明自己是刘邦后裔，又是在汉高祖故里立堂号为“汉

里堂”，所建家祠为“汉里祠”。 

青藜堂 

典出西汉刘向的故事。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高祖四

  



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西汉时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精通经史，德高亮洁、忠君爱国。汉元帝时，任光禄大夫，以
通达能文，受谷梁（博士）讲论五经于石渠 

有一回，时值元宵，众皆出游，他却独自在天禄阁校书至深

夜烛尽，仍不就寝，在暗室里坐着吟诵书经。忽然，有位黄衣
老者，擎着青藜杖叩门而进，并将手中青藜拐杖顶端一吹，竟

燃烧着红烛的亮光。照着刘向校书，刘向对长者肃然起敬施礼

道：“请问长辈尊姓大名？”老者答道：“我是太乙之精，闻知
卯金氏之子好学，特来观察，并赠给你洪范五行之文。”说完，

从怀中取出竹简与天文地理之书，传授给他。 
此后，刘向立论愈精，文章益著，才华横溢，成为安邦治国

的肱股之才。在汉成帝绥和元年，他对皇上陈奏：“上宜兴辟雍，
设庠序、陈礼乐，以风化天下”，得到成帝赞赏和采纳。他辅助
汉室 30 多年，政绩卓著，皇封督学官侍郎。为勉励后人勤奋学
习，刘氏后裔故以青藜堂、传经堂、燃藜堂等命名。 

御龙堂 
唐尧帝以下的第十八世孙刘累，自幼跟豢龙氏学得养龙的本

领，适时，夏王孔甲得龙，不明饲养，刘累精于此术，便被招
贤入朝为孔甲养龙，得孔甲欢欣，封其为相，并赐姓御龙氏，
其后世裔孙为纪念先贤，便为本族的祠堂命名为“御龙堂”。如
丰西一支刘氏和马来西亚一支刘氏多写“御龙堂”。 

墨庄堂 
宋代江西新余人刘式系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本为南唐进士，

宋时官至刑部员外郎。刘式酷好读书，精通春秋、公羊谷梁之

学，藏书甚丰。他死后其妻陈氏召集诸子说：“你们的父亲为官
清廉、没有留下什么产业，只有遗书数千卷，传给你们，庄名

就叫墨庄，希望你们能在墨庄里耕读，继承这份祖业。” 

其后，诸子遵从母训刻苦攻读，最后都学有所成，考取了功

名，并都做到郎官，连 19 个孙子皆登显第，此事传为佳话，陈

夫人亦被誉称为“墨庄夫人”。这一支刘氏即以“墨庄堂”号称之。 
总之，刘姓起堂号的根据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郡望地址

或发祥地命名，如彭城堂、沛国堂、中山堂等，刘姓 25 个郡望



都曾立堂号。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先贤，光扬祖德而命名的堂
号，如青藜堂、天禄堂、敦睦堂、树德堂、永思堂、念祖堂、
传经堂、怀贤堂、恒德堂、墨庄堂等。刘氏堂号还有很多，不
再一一叙述了。 

二、郡望 

郡望，是指刘姓世代居住发祥之地。他们的门第高贵，世族

显赫之极为一方人民所敬重仰望而名闻天下。但不代表刘姓的

系、支、派别。 

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 36 郡，由 10 余县至数十县为

一郡。两汉时，刘姓已是国姓，乃国之大族。因王侯之封已形

成数十个郡，其中著名之郡就有 25 郡。 

第一郡：彭城郡。 

彭城是刘姓定姓、高帝祖先定居的发祥之地。原为楚国，汉
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 169 年）更名为彭城郡。郡城在今之江
苏铜山县，东汉章帝、和帝时又更名为彭城国。隋朝、唐朝时
又定为彭城郡。所辖地相当于如今的江苏徐州市，铜山县、沛
县、邳县、安徽的濉溪县、山东的微山县。历代被视为刘姓之
正宗。主要支派有楚元王刘交。 

彭城刘姓在汉时分居三里，绥与里，安上里，丛亭里和守丑

吕里与今铜山县北的一支号称彭城四刘。除丛亭里一支为皇族

楚孝王嚣外，其他都是交的后裔。 

南朝宋汉开国皇帝刘裕就是交的儿子刘富的二十世孙。其曾

祖刘琨又名遐，渡江居京口。裕传九帝历 60 年之统。子孙数百

封王列侯，形成了江南各处的旺族。 

刘交还有一支自彭城避居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市）筑固而

居，世号刘固，传至隋朝时有刘晋为东莱太守，传至五世而唐

朝有刘晏为肃宗、代宗两朝宰相。刘交还有一支居京兆武功（今

陕西宝鸡），南北朝时有刘懿出任石洲刺史，其孙刘文静曾佐李

渊夺取天下。成为京兆刘氏大族。 
彭城另一支刘姓皇族出自武帝之后，宣帝刘询之子楚孝王刘嚣，
嚣之孙刘般封为居巢侯（今安徽桐城南），传子刘恺，安帝时为



司空太尉，其子刘茂世居彭城丛亭里。传至唐德宗时有刘滋出
任宰相。唐懿宗时，刘瞻出任宰相。出自彭城郡皇族自成支派
的还有长沙定王发的后裔，东晋名将刘隗和刘牢之；南朝宋汉
名将刘道产、刘康祖，南朝梁文学家刘孝威；唐史学家刘知几；
诗人刘湾等，尽管他们散居各地发展成族，都归属彭城郡。 

第二郡：沛丰郡。 
高帝之祖由彭城移于沛而徙于丰，生邦，泗水起兵而得天下。

西汉时故改泗水郡为沛丰郡（今之安徽避溪县西北）。辖 37 县
即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县沛县、丰县等。 

沛丰郡是刘姓西汉皇族显赫的郡望。鄞之孙刘安（丰县人），
袭父爵为淮南王，楚元王交的四世孙刘向，儿子刘歆也居沛县。
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辅封为沛王，三国时扬州刺史刘馥，晋
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晋代名将刘毅，丹阳令刘恢等都归属
沛丰郡。 

第三郡：弘农郡。 

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以河南（今洛阳一带）南阳
之西为弘农郡。辖 11 县，即今宜阳、新安、渑池、栾川、洛宁、

卢氏、嵩县、西峡、淅川及陕西的商洛一带。 

这一郡刘姓大族主要出自与皇族同宗室的刘泽其及后裔。至

南北朝有刘隆任宋汉冯翊太守。因世代有人在朝中做官而形成

显赫之族。 
第四郡：河间郡（又名河间国）。 
所辖河北献县、文河、阜城、武强等县。 
河间刘姓出自皇族，文帝曾封赵幽王之子刘辟疆为河间王，

景帝又封刘德为河间献王。他们的子孙嗣位封侯、世居于此衍
为大族。 

至东汉时章帝之子刘开受封为河间孝王，传十世有刘通徙居
河南尉氏为尉氏房。其后裔刘仁轨为唐高宗宰相。北魏经学家
刘献之，北齐文学家刘书，隋朝经学家刘炫、刘武周、唐诗人
刘长卿，清朝医学家刘烷素，南宋齐皇帝刘豫等都属河间郡望。 

第五郡：中山郡。 
高帝置中山郡，景帝时改为中山国，领十四县，即今河北定

   



县、安国、唐县、新乐、极、满城、完县、望都、保定等县。 
中山郡刘姓出自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景帝三年（前 154

年）夏六月胜公封中山王，治庐直隶定州，即古中山国，居国
43 年，有子 120 多人而衍为大族。后裔多封侯居官，分布全国。
如三国蜀帝刘备、东晋名将刘琨、北魏豫州刺史刘桃符、北周
名将刘亮、唐代诗人刘禹锡，光武帝刘秀的第五子刘焉（受时
中山王）均属中山郡望。 

第六郡：梁郡。  
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改秦之砀郡为梁郡。辖今河南

睢阳、商丘、虞城、民权及安徽砀山、山东曹县等八个县。 

梁郡刘姓出自汉文帝之子刘武，受封为梁孝王，都大梁（今

开封）。其后裔刘永又被更始帝刘玄封为梁王，光武复汉时刘永

曾盘据睢阳谮称天子，他们的后代显贵者众多，衍为大族。 

第七郡：南阳郡。 

领 36 县，今河南叶县、鲁山、南阳、湖北枣阳、随县、应

山、郧山等地。 

南阳郡刘姓出自长沙定王刘发，发之子刘丹封为安众侯，辖

今河南镇平一带。传至西汉末年，有刘崇起兵反莽而殉国。刘

宠为安乐侯。传至东汉未有刘广，事曹魏为侍中，封关内侯，

其弟刘阜嗣位为陈留太守，阜之子刘乔曾任晋太傅军谘祭酒，

东晋时乔的四世孙刘虬徙居江陵，历四世刘泊（字思道）出任

唐太宗宰相。 

南阳郡的另一支是刘秀皇族，其先祖刘开世居南阳蔡阳，（今

湖北枣阳西南）宗族分居于郑洲、枣阳、随县等地。刘秀称帝

后，子孙很多徙封于南阳各地，衍为大族。 

第八郡：顿丘郡。 
今河南沛丰县西南一带，辖四县：河南清丰、濮阳、内黄、

商乐、范县等地。据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载，顿丘刘姓出
自匈奴族（即《刘氏通谱》中载：其先祖为冒顿、中世祖有刘
渊等）。 

第九郡：东平郡。 

 



原为大河郡。辖七县：今济宁、东平、汶上梁山等地。 

东平郡刘姓出自汉宣帝第四子刘宇受封为东平王，其后又有

成阳共王刘喜之子刘庆封为东平侯；东汉皇子刘苍也曾封为东

平王。他们的后裔分居东平各地，衍为大族。 

第十郡：高平郡。 

今山东巨野。辖七县：巨野、金乡、嘉祥、兖州、鱼台、邹

县等地。 

高平郡刘姓出自鲁共王刘馀，传至三国时的刘表一族。 

第十一郡：东莞郡。 

汉建安初年合琅琊齐为郡，辖八县：今山东沂水县、临胸、

蒙阳、沂源等地。 

东莞郡刘姓出自齐悼惠王刘肥之裔，至南朝时有刘穆之，官

尚书右仆射，史称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雍

滞。同朝文学家刘勰著《文心雕龙》传世，世代官宦，衍为大

族。 

第十二郡：平原郡。  
今山东平原，辖 19 县：陵县、禹城、齐河、临邑、商河、

惠民、阳信等地。 

平原郡刘姓出自汉和帝长子刘胜封平原怀王，其后裔袭封者

多。如乐安寿王之子刘得，河间孝王之子刘翼。传至晋朝、有

汉济北惠王之后刘定，世居平原高唐，官至太尉。汉胶东康王

刘寄之后为南朝齐将的刘怀珍，均为显赫之族。 

第十三郡：广陵郡。 

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改江都为郡，今江苏扬州。

辖仪征、高邮、宝应、金湖等地。 

广陵郡刘姓出自汉景帝之子刘非封汝南王（江都易王），后

有子刘建嗣位。 

平帝时又封刘建的儿子刘宫为广陵王代传而下。汉宣帝时封

叔祖刘胥为广陵厉王，胥五子均封为侯。元帝时又立胥之子刘

霸为广陵孝王，其子孙世代相传成为大族。有广陵语“雷、蒋、



谷、鲁、刘最为祖”。 

第十四郡：临淮郡。 

今安徽，辖 29 县：睢宁、嘉山、盱眙、六合、天长、洪泽、

淮安、阜宁、建湖、盐城、兴化、东台、海安、泰县、泰州、
清江等地。 

临淮郡刘姓出自光武帝之子广陵思侯刘荆。荆之子刘平封为

俞乡侯，平之子刘彪嗣位，其孙刘熙仕魏为尚书郎，东之子刘

述任东平太守，述之子刘建任晋朝永城令，建之子刘会官琅琊

内史，其孙仕宋徙晋陵（今常州市）。传至唐时有刘韦事武则天

为宰相，遂为该郡望族。 

第十五郡：琅琊郡。 

今山东南县西北一带。辖 51 县：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

即墨、崂山、胶县、胶南、沂水、营南、日照、五莲、江苏的

赣榆及青岛市等。 

这一郡的刘姓出自光武帝之子琅琊王刘京。京之后裔刘猛于

汉桓帝时任宗正。还一支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封城阳王，

其七世孙封临沂慈乡侯，裔孙刘和、刘超为晋朝上将军，均衍

为大族。 

第十六郡：兰陵郡。 

今山东枣庄，辖五县。西汉元帝时封广孝王之子刘宜为兰陵

侯，因世居兰陵而成大族。 

第十七郡：东海郡。 

今山东火陂。郯城北。辖 37 县：费县、临沂及江苏赣榆以

南，邳县以东，宿边、灌南以北。 

东海郡刘姓出自光武帝之长子刘强封为东海王，后裔封王列

侯甚多，且世代嗣位而成大族。汉末太尉刘虞即其后裔。 

第十八郡：丹阳郡。  
原为鄣郡，建都宛陵，今安徽宣城。辖 17 县，安徽境内，

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天目山以西新安江以北等地。丹
阳郡刘姓出自景帝之子江都易王刘非之子刘敢封丹阳侯，世袭
侯爵而成大族。传至唐懿宗、僖宗时有刘邓、字汉蕃为宰相，



其父刘三复，官吏部侍郎。 

第十九郡：宣城郡。 

晋朝时从丹阳郡划出的一个郡。今安徽宣城。辖 11 县：繁

昌、南陵、青阳、池洲、不台、太平、泾县、宁国、广德等地。 

宣城郡刘姓出自江都易王刘非之子刘敢受封丹阳郡的皇族

系支。 

第二十郡：南郡。 

今湖北江陵。辖 18 县：沙市、宜昌、宜城、南漳、荆门、
华容、远安、当阳、秭归、巴东、恩施、利川、宣恩、枝江等
地。 

南郡刘姓出自中山靖王后代刘表的后裔和楚元王刘交的后

裔。居于南郡，衍为大族。南朝宋汉刘凝之（刘交的后裔），其

父刘期曾任南阼太守，居枝江为族。后凝之慕老莱子、严子陵

而携家隐居衡山不仕，衍为族。 

第二十一郡：高阳郡。 

今河北蠡县。辖五县：保定市、清苑、硒阳、傅野、蠡县等
地。这郡刘姓出自西汉平帝时封淮阳宪王之子刘并为高阳侯。
其后裔散居各地，衍为大族。 

第二十二郡：高密郡。 

原为胶西国，今山东高密县。辖胶县和濉坊市一带。这一郡

刘姓出自西汉时封广陵王之子刘弘为高密王，世居为族。 

第二十三郡：竞陵郡。 
西晋元康九年（公元 299 年），分江夏而置郡，今湖北钟祥。

辖天门、京山，潜江、仙桃等地。这刘姓多出自鲁共王之后裔
刘焉及子刘璋。又一支出自中山靖王的后裔蜀帝刘备之裔。散
布极广。 

第二十四郡：长沙郡。 
今湖南大部、广西小部、广东连县、英德、江西部分地区。 

长沙郡刘姓出自汉景帝第七子长沙定王刘发，他的后裔分封

王侯者甚多，分居湘、鄂、赣各处形成江南大族。 

第二十五郡：河南郡。 



高帝二年改秦川三郡为河南郡，今洛阳。辖地黄河以南，洛

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黄河以北原阳县。 

洛阳及长安是高帝建都之地，是王侯官宦聚居之地。这郡的

刘姓支派繁多，几乎刘氏各支各派都有后裔留居河南郡。据史

载汉末匈奴刘姓大量迁聚于此。除上述之外，刘氏还有其他十

多个郡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