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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大汉文化汇集名村

历史上，刘家桥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有“墨庄世第”之称。祖人刘

如鹤，有句家训：“不求富贵在，但愿子孙贤”。因此建了皋鹤学校，供子孙

熟读贤书。

据统计，刘家桥民国前有举人 2 人，贡生 4 人，庠生 6 人，秀才 23 人。

咸丰年间，贡生刘炳元和庠生刘毓华，父子俩熟读经典，知书达理，曾被州

府授予《父子明经》扁额。文化大革命前刘家桥村存各类扁额 50余块，文

化大革命期间被毁40块，如今还保存10块。

刘家桥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互交融为一体，蕴含着丰厚的大汉

文化特色，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随着保护和开发的有机结合，刘

家桥被授予“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旅游名村”等称号。

如今，成千上万游客慕名前来观光，也有不少导演也看中了这块风水

宝地，先后有《汀泗桥之战》、《汉正街人》、《守望家园》、《桂花嫂》等剧到这

里拍摄外景。

目前，古民居群落刘家桥正在开发之中，她将以崭新的姿态，把历史和

现实凸现在世人面前，让游人目睹她美丽奇特、古朴的风姿，感受她深邃、

幽远、厚重的韵味。

水乡诗意栖居地水乡诗意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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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思念的水乡旅游胜地

见到她，你就再也无法忘怀。她以独

特迷人的魅力，柔柔地缠着你的思念，悠

悠地连着你的牵挂，牢牢地锁定你思念的

方向。她，就是刘家桥。

刘家桥就是一个思念之城，这里的木

楼飞檐，悠长的石巷，清澈的河水，甚至是

缕缕阳光，都能勾起游人的思念，在这里，

成对的人儿手拉手穿行古巷，耳边私摩，

诉说对彼此的相思；河边的休闲长椅上，单身的人

儿静静独坐，时而眼神惆怅，时而嘴角上扬，互相诉

说彼此的念想；河边两岸一座独孔石桥，其雕梁和

青石浸透了时光的颜色，闪耀着历史的光泽；桥的

东头，曾设炉灶，由村民轮番烧茶，一年四季供行人

免费饮用；桥的西头，偎依着两棵大叶柳，一棵伟

岸，一棵婀娜。据说，这是一对鸳鸯柳，俊朗的丈夫

一边就着清泉浣洗娇妻的长发，一边咬着娇妻的耳

朵说着绵绵情话。当你走进农家，体验四世同堂的

大汉文化时，看他们快乐祥和的生活，此时一股思

乡之情不由自主的涌上心头。

夜暮降临之后，笼罩在霓虹灯下的刘家桥，随

处可听潺潺流过的山泉，吱吱呀呀的水车；随处可

见威严古朴的民宅，精致典雅的灯光；随处可有，一

对对有情人儿依栏静赏夜色，或相互依偎的情侣泛

舟在碧水远山间，感受顷刻停留的美妙时光……

来刘家桥旅行不管是漫步古村、攀爬青石板、

了解大汉历史、品尝地道的土菜、还是泛舟湖间总

有顷刻间思念肆意，想起亲人，心爱的人，还有故

乡。

在刘家桥曾经有漂泊流浪的人，曾经有得意一

时忘却自我的人，曾经有失意受伤的人都选择停留

于此，那颗曾无处安放的心在刘家桥才能够平静，

不禁思念遥远的故乡。

如果你忘记思念是什么样，那么请来刘家桥，

这里是一个宁静，安逸，美丽的旅游目的地。

水乡诗意栖居地呼之欲出

今天的刘家桥村四面环山，一水穿村而过，山奇水秀，白

泉河在这里与两岸的微派古民区形成了一幅古朴典雅迷人的

农家风俗画卷——河水清澈透亮，水中游鱼小虾清晰可见；两

道石堰拦河筑起，一轮瀑布倾泻而下；堰头上有水车悠悠旋

转，河中有鸭子在嬉戏，石板街上有玩童在玩耍……

刘家桥以古为魂，让水乡印迹弥漫进古村每一旮旯，处处

洋溢着刘家桥特有的“水乡味道”。穿河而过映入眼帘的各式

各样的农庄，和一些渐渐谈出人们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点

缀在每一家农庄之中，加上村民自编的挑花篮、荡湖船、划灯

船等动态水乡工艺品交融在一起，刘家桥动静缀成的“水乡奇

葩”震撼着每一位游人。

行走在刘家桥，游览方式也在变化：水上竹排、观看水车、

农家乐……应有尽有。一桥、一房、一馆、一铺皆成景。通过

引进、开发各有特色的主题农家乐、文化客栈、形成浓郁的“慢

生活”氛围，拓宽空间，用休闲的元素延展古村优势，让创意观

光和风情休闲的板块，将刘家桥全面打造成徽派风格，建成中

外游客旅游的栖居地。

大汉皇族刘家桥是一个令人怦
然心动、心驰神往的地方。8年来，
无数游人来这里探幽寻梦。在游人
眼里，刘家桥就是“小桥流水人家”
的缩影，是“巷边桃花胭脂色”的粉
色江南，是渐行渐远“土著水乡”的
婉约情怀。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大汉
皇族文化、有令人回味的美食、有让
人留连忘返的美景、有扣人心弦的
动人故事……

从几十万人次的接待，到全年
200万人次的飙升；从几家简陋小吃
店，到12家特色餐饮的矗立；从单一
观光，到水乡休闲带的丰盈，时尚与
传统，古典与现代的纵横交错之间，
刘家桥没有因为赚得盆满钵满而懈
怠，荏苒之间，他们用绝妙的“历史
文化名村”构架着一座“诗意栖居
地”。岸上与水中，一幅水墨江南大
汉皇族的血脉，汨汨流淌到两岸300
多户人家，挺起了古村的脊梁，古
村、古街、古建筑，古桥的原汁原味
演绎着原住居民的故事。

大汉皇族后裔们的居住地

在咸宁，有一个聚族而居四个世纪的古民居群落，名叫刘家桥村。这

里，青山环绕，清泉潺流，古屋成群，古桥飞架，风景秀丽。

刘家桥村始于明代崇祯三年，繁衍至今已有十八代。相传，汉高祖刘

邦的53代孙子刘用谋，跟随明太祖朱元璋起义，天下平定后，敕封刘用谋镇

守岳州。洪武十一年刘用谋以病告休，在其子刘元武的陪同下，返乡江西

瑞州天宝，途经咸宁不幸卒于白沙，灵柩落放当地包方村，后迁移到刘祠下

葬。刘元武就在刘祠村安居立业，繁衍生息。几年后，其子刘伯常发现刘

家桥是一块风水宝地，不仅四面环山，中间还奇生一块平地，一条小河从中

流过，让人心旷神怡。便带小儿子刘如鹤来这里兴基创业，始建老屋、鹤皋

学校、石拱廊桥……至清朝道光十三年全部建成。

今天的刘家桥，深藏在群山环抱之中，保持完好的四处明清古民居群

落，大小房间共2000多间，古朴典雅，疏密有致，融青山、秀水、翠竹、古树、

栈道、廊桥、田园浑然一体，老屋依山从下而上成阶梯形建筑，其它则依山

伴水而建，具有明清古庄园建筑模式。

刘家桥的先祖们，曾历主四朝（西汉、东汉、蜀汉、南朝宋），先后共有36
位皇帝，统治中国达 511年。刘邦幼弟，西汉楚元王刘交，又被封为“彭城

王”，是刘家桥人的封王始祖，由他而始，传承至刘家桥已有81代。

雪中的刘家桥雪中的刘家桥

““活着活着””的民俗的民俗

历史的古宅历史的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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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志茹 通讯员 吴剑 张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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