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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说明

→、我兄弟二人于2008年编修了一本浑源县沙土完地我刘氏《东门

西店家族家谱)) ，刊印后，于2009年无偿地分发给家乡及届国内外地

族人。一些长辈和大家看后感觉很好，并又多次要求，照那本的样子

(格式) ，再编修一本沙皑皑我刘氏东、西门之总谱，我们也不好意

思拒绝，也不敢应允。几年来，我们一直还想着这件事，后经再三考

虑，决定地是费点精力，花点时间，投点资编修…本为好，一未满足

了广大族人和众长辈们的愿望和要求，二来也算是我兄弟二人对我刘

氏家族的冉一次贡献了。

于是， 2011年开始，筹划设计编修大家期盼的这本家谱。从2011

年起多次专程回老家，进行寻访和搜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乡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注重搜集族人们数卡年来家中人口的文化素质

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如对子女上学和人才方面的培养等) ，能征集到

的尽量征集。才又谱名定为《浑源县沙屹吨刘氏京谱》。

二、本《宗谱》以清同治十一年十七世慕尧翁编修的《沙吃吨刘

氏东门家谱》、民国十一年无名氏编修的《沙屹地刘氏家谱》为基

础，并参照2007年、 2008年十九世日新、世恭、世元三翁分别编修的

《沙吃吃村毕里五申刘氏家谱》、 ((1&吃吃刘氏族谱》和我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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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编修的《沙吃均刘氏东门西店家族家谱》内容为依据和凹村搜

集(征集)的资料来补充，并对前几个版本的家谱中漏误之处进行修

正、 补充。

二、本宗谱是而对沙土之地我刘氏东、西两大门(即全刘氏)族

人，面广人多，年代久远，时间跨度较大。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

经商者很多，族人居住又分散于全国各处，这就给编修造成了很大的

难度和不便，所以，有的人物就征集不到，或只能征集上个名，其他

就不详，其次是女性出嫁后更难征集。鉴于上述情况，本次编修，对

男性的妻子，按传统的写法，只写姓氏 (X氏)不写出生年月日和从

何处嫁来等情况。对男性的子女:儿子，除写姓名外，可增写文化程

度，也不写出生年月日;女儿，只写生女几个，其他一律不写。但对

个别女子也尽可能写的详细一点，如此翁无儿只有一女，或有些名望

和工作中有点建树的，能征集到也尽量写的细一点。

四、本宗i替中还增加了些图片，如我刘氏移民路线圈，村中具有

标志性的古代和现代建筑:东、四阁楼、家庙、村委会办公楼和戏

台、学校、镇政府办公区等。

五、为族人好读易懂，在慕尧翁谱)芋后，给原谱序增写了白话译

文和注释。

六、本宗谱在"家乡史话"后配写了"沙士在吨古文化史料"一

文，让家乡的族人了解家乡的过去和家乡的古文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七、本宗谱对家庙不作详细介绍，主要对家庙祭祀大厅那副榴联

作一解(读)析。

八、在本宗谱后边，给族人编写了"扫墓祭祖"和"上坟的主要

程序"两文，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九、关于村中我刘氏东、西门之分的由来以及东门又分六大门的

传说，本谱中经多方面的考究和本人的意见看法亦作了阐述。

十、;年源县沙屹陀，蔚县暖泉，大问县堡村三地之刘氏，实属同

祖同宗，详情见宗谱中2010年9月眼泉，堡村考查纪实…文。

编者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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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史话

家乡沙士在吨位于浑源县城东境少偏北，距县城30华里，村南边是

浑广公路，是沙土主吨乡镇所在地。

据有关史料记载，沙屹均系明清两代续设的村链。村名最早叫沙

曲窝(村东奶奶庙山上庙中碑上有所记载)。村的原址，最早在村北

沙梁沟以北的坡上，几经沧桑，后逐渐向南移居到平缓处，即现在的

村堡。 70年代末，又向村南规划发展，到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后，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又向村的东、西、北三面周边

拓展，南面现已紧|恪浑广公路。

原村的东、四、南、北曾都有过堡墙。村中老人们称，东矮墙外

叫小门外(墙的遗址在贾海院东墙根) ;因堡墙外叫四门外:南堡墙

外叫南堡壤(墙的的遗址在大南院刘贵士南厅房后可见) ;北堡墙遗

址在九儒子房后，可见原是白'个有链子的村堡。

整个村子，东西长大约1华里，南北宽度，东头少宽一些，约也有

1华里，因头少窄一些。村子分前街和官堡后(头)两大块，前街是

→条东西毕直长约 1华里的大街，街宽约20米左右;宵堡后(头)地

形少高，是一些不整齐的小街巷。



前街的东西尽头，分别建有一个商大的阁楼，俗称东阁、西阁。

阁楼下面是一个能走行人和车辆的门洞:阁楼上前后两固有高大的泥

塑神像。根据阁楼的建筑外貌看，估计是明清时所建， 60年代，生产

队改作过放粮仓库。 2007年夏，对东、四阁楼进行了修复。

东阁楼北侧，原有山神庙一个，解放前已不存在，只有一些庙的

基石。过去，每年夏手一下大雨，村东北岭道沟冲下来的洪水，年深

月久给把个庙冲毁了。山洪一来，前大街也成了一条不平坦的河沟

了 o 解放后，大约60年代初，才把岭道沟的山洪引到村北的沙梁沟，

前大街才治理平盟。在东阁楼因不堪的东南巷口东侧，有五道庙一

个，后也拆除。

四阁楼北侧，原有马五爷庙一个， 60年代拆除。因阁楼面向村里

的前面南边，有叶 4个供村中人畜吃水的大水塘， 60年代村中吃水问题

解决后，填平了水塘建了房屋，是当时公社兽医站所在地。

街的中段，街南原有古戏台一个，约于57年向南移到生产队院

内。街北，原戏台对面，有神堂(俗称神棚)小院一处，有正厅

间，东西厢房各一小问。此处，旧时是村中唱戏或天早求雨供奉龙五

爷的 11向时所在地。当年也是村中议事之处。解放前，曾在此处办过学

堂。解放后，仍是村里办公、开会之地。 50年代白是村中的民校和

娱乐场所。大约在移戏台前后拆除。在原戏台东侧不远，是村中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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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祠堂(家庙) 0 70年代，生产队改作办公之处，历代刘氏宗族牌

位，今亦无存，只留下祠堂的院落和房屋，后经刘氏族人商议由族人

捐资，于2012年8月动工进行维修和扩建。

出东阁楼往南约二百五十米左右，路东原有龙王庙(俗称大庙)

一处，占地约一窗，四合院座北朝南，庙门前有供人畜吃水的水塘白而

个。庙的山门上方有砖刻"水晶宫"三个大字。庙门左右两侧分别建

有钟楼和鼓楼。院内正方有正厅三大间，是供奉龙王爷的正殿，东

西配房各二问。 正殿的回侧有小庙一个和庙的侧门一个，平日正门

不开只走侧门。院内东北角，有大榆树一株，高大粗壮，夏季枝叶繁

茂，约有三人环抱多粗，估计是建庙时或建庙竣工后所植 o 解放前

后，在这里都曾设过学校。 60年代，文革时将整个庙全部拆除。在龙

王庙即水塘南面约50米之处，原有问神庙一个，解放前已不存在。

在前街的东头衔北，约250米左右之处，有占地约五、六商大，东

西成长方形的士堡予一个，俗称"官堡"座北向南，中间有高大的

堡门如同县城的城门一样，堡墙高约3. 5丈左右，年久明塌。六十年

代，生产队开始在堡内建房居住。此堡始筑于何时，干什么用?不

详，也无人传说。

当年，村中前大街南北，也曾有过→些店铺和作坊，由于社会的

变革和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贫穷，后只留下豆腐作坊，饼子铺等，



冬卒，有些人或合伙开个油房什么的。解放后五十年代初，村中办起

了供销合作社，改革开放后，村中又有私人办起了数家私营商店，经

营百货、布匹、烟酒、副食、才;二产、日杂等。除乡镇医院外，还有几

家私人诊所。公路边，近年来又增添了几家饭店、汽摩修理、澡堂

等。

村的正东五里多之处，有…小山，形似日本的富士山，俗称奶奶

庙山(简称庙山)。在庙山的顶上东侧平缓处建有送子娘娘庙(俗称

奶奶庙) ，在山的顶峰建有真武爷庙。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在庙山上

过庙会一夭。邻近村庄的男女者少，天不亮就动身上山赶庙会，有的

给珠子娘娘烧香、桂幡还愿，有的求子许愿。最早，庙会这天还请戏

班唱戏或吹鼓手助兴。会上，有卖香纸的、有卖麻叶、棕子等小食品

和小玩艺的，十分热闹。至今每年农历五月初丑，仍在此山上过庙会

一夭。

五月初五即端午节这天，过去和现在，人们为纪念爱国诗人屈

原，家家户户吃油糕、吃粮子。妇女和儿章头上还戴艾离等习俗。传

说，庙山上建庙时，由于山路难走，不少砖瓦是用牛羊驮上山的，瓦

上钻个孔，用绳子系上，一个羊耿两块，所以，端午节这天，养牛羊

的大户人家，有给牛羊伯吃饭或给东西的习俗，到后来，此俗慢慢就

消失 J 。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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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村的四面、南面都是果园，杏树最多，杏儿的品种也多，无

虫质优，其次是果树和李子树，葡萄较少。得年春暖花开之季，粉红

的杏花和雪白的果子花、李子花相继而开，把个村庄的西面和南面

装点的十分美丽，蜜蝉和蝴蝶飞来飞去，村庄周围的各种树木郁郁葱

葱，使家乡显得格外明媚和富有生气。

今天，鼠说家乡过去那种容貌己去，叮他又变成具有现代气息的

另…种景象，新盖的一排排砖瓦房，村西边建起了新的中学和小学，

公路北边有镇政府、卫生院......2010年，学校和镇政府，又改造成三

层高的楼房。公路南边有种植的一片片经济林(果木林) ，以及公路

两边那高大挺拔的杨树，孕育着家乡未来的美好憧憬。

刘京儒

于2012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沙地均彷史文化史料

东阁楼:面向村外的一面，供奉的是文昌，即文吕|凋(庙)。文

吕(1)崽官名，属紫微坦，包含六颗星。 (2) 又名"文曲星"。

"文曲星"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旧时多为读书人崇

祀。元仁宗延佑三年 0316年)将梓温带君加封为"辅文开化文品可

禄宏仁帝君"后，称"文昌帝君"两者j在合二为一。

东阁楼:面向村盟的一丽，供奉的是魁崖，即魁庭|割(庙)。魁

思(1)又名"璇矶"。北斗七星中前四颗星，即天枢、天璇(或

作"天睿" )、天矶、天权的总称。古称"斗"为"魁" (见《说

文)) ) ，四颗星排列成方形如"斗"故名，或称"斗魁" (2) 

专指天枢星， <<史记》天宫书张守节正义"魁"斗第…星也 ο

(3)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中国古代天

文学中二十八宿之ω吨，称为"奎宿"。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

最初在汉朝纬书《孝经授神契》中有"奎立文章"之说，后世逐建奎

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 "神像不能像盔，而改奈为

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故蛮展神像斗

部像鬼:一脚向后剧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

字中间的"斗"字:一于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 o

吉
、
半
坦

胃

n
u

瞄

在
剑
白
白
则
叫



西阁楼:面向村外的一面，供奉的是关羽，即关帝庙(俗称老爷

庙)。关习习， 060-219) ，字云长，山西河东解梁(今运城解州)

人，二国蜀汉名将，关羽的一生，忠肝义胆，诚信磊落，吨口电风云，

横扫千军，堪称人杰，令73民最仰，以"忠义仁勇"著称。其死后被

历代帝王谧为武圣，祠庙遍及全国。

因阁楼:而向村里的一面，供奉的是天官、地宫、水宫，即二官

庙 o 夭官，给人赐福 o 地官，给人赦罪。水宫，给人解Æ(厄:困

、灾难、厄运)。

村东庙山顶峰真武庙，即玄武庙，供奉的是真武大帝。玄武，

一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合称。古代神话中北方之神，道教所奉的神，

相传古代净国的太子，生而神猛，越东海来游，遇天神授以宝剑，入

湖北武当山修练42年而成功，白日飞升，威振北方，号玄武君。

因阁楼北侧面向村里是马王庙，供奉马神，是旧时供奉的家窗守

护神。马神，也称马王、马鸣大玉、马王爷。远在周代，官方就规定

了四时祭祀马神的制度。据载，隋、庸、宋、辽，历代官方都有祭祀

马神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命祭马祖诸神，在南京特命太仆寺主持。到

了清代祭马神、马玉的风俗，兴睛不衰，而且还规定了祭日，农册六

月二十二工;二二三;二二;二二

东阁楼北侧，原有山神庙，供奉山神。山神:一、先氏的山神崇

拜 z古时代，原始人类过着落后的渔猫生活，他们依赖山林、丘



陵，又害怕山林、丘陵。为了祈求山林、丘陵向他们稳定地提供食

物，而又不使山中的妖魔鬼怪、飞禽走兽出没伤害人，他们便向自然

力屈服，奉祀他们生活范围之内的山林、丘陵之神。鉴于此，山神信

仰便产生了。<<山海经·山经》中就记载有许多这样的山神，它们或

为龙身而鸟首，或为龙身人面，成为鸟身而龙面，成为羊身人面，成

为人面蛇身，成为马身人剧。这些山神的形象是动物和动物戒动物与

人体的组合体。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变形动物，它反映了原始人类塑

造神灵时的简单想象力。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山神的形象也

由动物形象变化成人形。而且，这些山神的数最是很大的。仅《山海

经》的《五山经》中所记山神即有近四百之多。山神数量虽多，但名

气大而影响广泛的并不很多，最著名者属五岳，五岳中又以泰山为最

尊，泰山神东岳大帝是高山的神化与人格化。东岳大帝开始是山神，

源于古人对高山的崇拜。工、山神演变为泊鬼之神，早在汉代泰山神

就被奉为天下最大的山岳神。到了汉末，泰山神使慢慢由山岳之神演

变为泊鬼之神，其演变盖因于古代帝王泰山封禅。明清以来，民间又

以黄飞虎为东岳大帝。此说来自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

东南巷口东侧五道庙，供奉的是五道将军。五j遣将军是地狱主宰

东暗大帘的属神，问时也是东岳大帝的重要助于。迷信传说他掌管着

世人的生死荣禄。，在明代已把五道将军与阎王爷相提并论，地位显然

高过判官，成为阎王爷的一大帮子，权利极大。



东阁楼外向南走，在大庙(龙王庙)南五十米之处，有河神庙，

供奉河神。河神，古称问伯，原指古代神话中的黄问水神，殷商时就

建有河神庙，祭祀十分隆重。后时，各地但有问流，即建庙奉祀。河

泊倍仰起源于古代人对大自然中河流的崇拜。因此，早期信仰中的问

伯多为水中动物的形象成为自龙，或为大鱼，成为人面鱼身。随着问

神信仰的人神化，河伯也由动物神演变为有名有姓的人神。有以项羽

为河神者，有以谢绪为河神者，有以黄守才为河神者。地域不同，供

奉问神也异。

东阁楼外往南250米之处路东是龙王庙，供奉龙王爷。在龙王出现

之前，古代对雨神称雨师。闹师，是古代自然崇拜中产生的气象之

神，它是专职司闹之神 o 古代，由于信仰雨师的地域不间，民族不

同，雨师的米历与形象也就;更多元化。到了魏晋时，有了雨神龙王之

说。龙王降雨成为后世十分流行的说法，龙王也完全取代了其他雨神

的职能。龙是我国古代最受崇拜的神龙，中华儿女即是龙的传人。龙

为四灵(龙、风、麟、龟)之首，很早就被赋予了上天入水，腾云驾

雾、兴风作浪、兴云布雨的神性和功能。随着纯的地位日益提高，后

来它已不是专职的雨师，而是成为掌管云、富、电、风诸神和广大水

族世界的"头儿"即龙王了。雨师是华夏民族信仰中的重要神灵之

→。但到佛教传入中罔，龙信仰兴坦后，民间祈雨多转向龙王，雨

师渐渐被冷落。



村东)白山上的娘娘庙(俗称奶奶庙)供奉的是碧霞7c君，又叫泰

山娘娘，全称是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元君"是道教对女仙的尊称。

碧霞元君在北方尤其华北最受崇拜，阳为她的者家在山东泰山。碧霞

元君之名由来已久，来历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说碧霞元君本是黄帝

手下的一个仙女。二据《玉女卷》记载，汉明帝时有个大替人名叫石

守道，他的太太金氏生了个女神童，慧颖无比，二岁知人伦，七岁通

晓诸法，日夜礼拜西王母，十四岁得曹仙长指点，入泰山黄花涧修

炼，道成飞升，做了碧霞元君。三说道教称碧霞元君乃应九黑(气)

以生，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晓察人问善恶。这道教

赋予这位仙护国庇民的职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碧霞元君是东岳大

帝的女儿。 f且以差异霞元君为东岳大帝之女的说法是最为流行。传说他

们父女都住在泰山上，故碧霞元君又叫"泰山娘娘"。碧霞元君最大

的职能是福佑众生，逐渐衍变为具有送予护儿等多种功能，特别是保

护妇女儿童，有求必应。

君"。

在娘娘庙中，除主神碧霞元君外，还供有其他娘娘:

子抱小儿，身背口袋，袋内装满小孩，雅称是"子孙保生元

手托一只大眼，象征明日去眼疾，雅称是"眼光明日元君"。

双手捧着…个人的耳形，雅称是"耳光之君"。

左手握着…件形似莲蓬的东西，上有许多斑点，雅称"斑螃回去



元君"。

于领小孩，小咳作爬伏状，雅称是"寻|母元君"。

怀抱小儿作哺乳状，雅称是"乳母元君"。

身上爬满了小孩，雅称是"千子元君"。

其中的滋生娘娘(雅号是"随胎选生变化元君" )十分奇特。这

位娘娘被塑成两面人，前面是善脸，慈眉笑目，背面是恶脸，因l恶骇

人。据说这位娘娘把小孩滋生到人世时，唯恐孩子留恋不舍，所以送

生时，先是普面，然后又回过头来，露出恶脸，孩子一害怕就降

了。这就是当地人们所说的曹奶奶两副脸，有人还称跑道奶奶。

家乡人们还有管小孩生天花的叫"症哥哥"、管小孩生麻磅的叫

"麻姐姐"之类的娘娘的别称。

其实，各地娘娘庙(俗称奶奶庙)中的这些子孙娘娘，数目也不

一，多多益善，有的十几个有的多到二十几个，数量均不等，有的名

目来历俱全，有的则显附会之嫌，没有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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