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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地域文化，留着"乡愁" 根脉。 自永宽公开基东岭刘屠以来，

先辈们经过明、清、民国至现在，生息繁衍为今的"五刘" 十三村，总

人口 16900，占惠安县人口的 2%。 先辈们有光辉的历程，创立了"五刘"

的海港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教育文化、民俗文化，进一步弘扬了

妈祖文化，为东岭镇文化作出贡献。 也有苦难的岁月，在旧社会过着糠菜

半年粮的生活 。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走上富裕，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后"五刘" 人们与全国一样，日新月异，与时俱进，过着安

定、和谐、富裕的生活 。 为了回忆往昔岁月、记住今日幸福生活、创建更

美好明天，我们编撰了此图志 。 从"志" 的角度出发，以照片的形式，

记载着"五刘"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民俗等各个方面的过去与现

在 。 几经努力，遗憾地是过去的很多巳经消亡，搜集不到，有的也正在消

亡 。 从抡救地域文化出发，我们义无反顾地编撰此《图志~ ，很多资料都

是我们实地拍摄，我们十分感谢各村宗亲的支持与协助，也十分感谢山霞

镇陈木村先生为我们提供很多拍摄的实物 O 尚有不足之处，我们也从"闽

台缘博物笛" 拍摄过资料。 有的实在淡办法，只好从网上下载替代，仅

作表征，不示实质 。 本《图志》也作为一种资料积累，留作回 J隐，以示后

昆 O 但过去的很多缺少遗留影像，故本《图志》也不完整，敬请谅解。

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本志书的照片不同于风景照，志书照片以记实为

主，所以在修饰照片时，在光、影、景等方面都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照片

编排上也同样。 本书照片已经五次修饰和更版，已尽最大努力，如不尽人

意之处也敬请谅解。

在搜集资料中，有的宗亲出于谦虚，不顾提供资料，既然如此，虽为

遗憾，只能作罢 。 恐看完本书后有的宗亲会官蝠，特以说明 O
我们十分感谢中科院谢华安院士、省政咽|加召军副主席、省农科院刘

波院长为本《图志》题词 。

我们用箭号表示发展和演变的雪亮。 图中说明尽量采用闽南

编者 2015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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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基

"五刘"系南宋抗金英雄刘娟的后裔 O 绍兴十年，即公

元 1140年，宋高宗命刘主奇任东京(今河南开封)副留守，

刘错率军赴任，途至顺昌(今安徽阜阳) ，闻东京已被金兵

占领，且金兀术正率兵欲攻顺昌，刘去奇决定守住顺昌，与金

兵决一死战 O 结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金兵大败，生擒

敌先锋二将，敌兵忘魂丧胆，望"刘"旗帜而逃 O 金兀术不

甘示弱，又调精兵十二万来攻，结果大败而归 O 以后又有拓

泉之战等等，儿战皆捷，抑制了金兵南侵势头 O 可高宗听了

秦栓诲言，把刘主奇贬为地方官 O 以后虽有复职，但受到排斥

与抑制，愤而生病，闻知侄子兵败后呕血而逝 。 季子刘明把

父棺南运至泉州，适值孝宗即位，赐葬安溪，谧"武穆"、

封"吴王 " O 其孙刘逊徙居晋江妄莫(今大堡) ，尊刘纳

为一世祖，至八世分二十四支派，徙居闽南各地 O 二十四支

派之一的刘谩徒居同安西林溪尾，生二子，次子刘永宽于明

朝初叶(约于 1405-1415年)由同安来惠安东岭开基刘

居，经世代繁衍形成五刘十三村 。

由于永宽公坟莹遭毁，五刘子孙遂在港雅海边凤山上建

纪念亭，五刘诸村每年清明轮流祭祀 O 以颂公之德，让后昆

永不忘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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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宽公祖父元真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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