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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龍岡親義公所主席獻詞
一個問題的面對，一個遠景的盼望

12/06/2019
多倫多龍岡親義公所主席：張永鋒

活在非常時代，要有非常抱負；實踐非常理想，要有非常法門，這是今日世界

所見到的實況。哪怕所做的是善、是惡，都要有“思維”的突破”和夢想的“追

求”才能成功。

劉霞妹說得不錯，“在原地踏步，一成不變，很快就會被淘汰，海外所有的鄉

親社團都在面對着這個問題”，龍岡親義公所，也不例外。這次美洲總會在多倫多

召開代表懇親大會，提出“未來發展	Our Lung Kong, Our Culture, and Our Future（我

們的龍岡，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未來)”的議題來討論我們龍岡的未來，這正符合

本人的心意，本人絕對支持。

本人智慧有限，向來不想多講話；不過，有時也會覺得有“獨木難支，孤掌難

鳴”的感受。這次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所謂“前輩”也好，“功臣”也好，“新人”也

好，經過集體思考和研究，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也許可以獲得一個可行的方案，這是

我最大的期望。

如果還要更多時間來研討，我建議成立一個“策略研究小組”，所有北美龍岡

會員都有代表參加。研究出來後的結果和建議，所有美洲龍岡會員都得遵守實行，

才不至於浪費時間和精神。

也可以由美洲龍岡總會，舉行一次“全球徵文比賽”，賜予豐富的獎金，邀請

關心龍岡的人，尤其是曾拿過龍岡獎學金的龍岡子弟出來參加。“全球徵文比賽”

的首獎，由本人承擔，以示本人對龍岡未來和龍岡人才的重視。

龍岡有五十多個組織，遍佈全球；劉關張趙四姓有幾億人，這樣的組織，這樣

的背景，不夠強大嗎？我們一個地方的人想不出的辦法，未必其他人也想不到。龍

岡四姓人才不少，肯放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必定會有“諸葛亮”的出

現。肯關心，有目的，有行動，能團結一致，龍岡的未來必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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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煥

龍岡四姓之組織是淵源於東漢末期，獻帝積弱造成外戚宦官興起，黃巾賊到

處紛亂，我先祖為消滅黃巾賊於桃园訂盟與古城聚會，結為兄弟。他們當生亂

世，為救國救民而結合，是以忠義仁勇為基本。忠就是鞠躬盡瘁，效力國家；義是

行其正當，以德服人，小群利眾之理，帮助他人，造福社會；仁乃仁心仁術實事求

是，堅定立場善于待士。勇者不懼生死，知死不辭。近代青年守則謂『忠勇為愛國

之本。』這就是龍岡精神。

我龍岡團體組織，最初在南洋群島等地方成立古城會館，其后在廣東開平、單

水口劉姓鄉民集四姓人士捐款建立龍岡古廟。於是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洲各地劉關張

趙四姓宗親，便遵循古廟名稱定名為龍岡親義公所。時至今日龍岡公所在各地區

之華人社團中，是人數最多，實力最雄厚和歷史最悠久的團體之一。

當然，龍岡精神不是僅限於家族以內，我們必需藩籬衝破，走出社會，深入各

階層。除了家族本身事務以外，我們要積極參加華僑社會的共同事業，為全僑謀幸

福，為社會盡義務；我們還要與中外人士緊密聯繫共同携手。我們需要別人帮助，

也需要帮助別人，我們要把眼光擴展，把工作成果擴大，這才是真正的忠義精神。

目前世界各地之龍岡團體，應積極羅致青年人及婦女們，以便充實組織基礎，

从而培養后一代之接班人。我們要多舉辦各种文娛活動，如歌唱，舞會，各類球技

之切磋，辦理獎學金和适合青年人愛好之活動等等，以吸收龍岡青年子弟加入，使

龍岡會務更臻蓬勃和發揚光大，藉以擔負起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22届懇親代表大會

籌備委員會主任獻詞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監察長丁劉秀美獻詞

Message from the Chief Supervisor

It is my great, great honour and privilege to welcome you to the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s (PALKTYA) 22nd Convention. Since our initiation at Los Angeles in 

1928 and inception at New York in 1948, the PALKTYA has continued to make great strides 
for advancing connections of its members and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ung Kong in 
the Community. Every three years, PALKTYA offers the Convention to further this goal.

There are exciting 3 days of meeting sessions in store for everyone. We would be powerful 
to meet our goals this year with the generous and unyielding support of the Toronto Chapter, 
our sponsors and supporters. We have been very fortunate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ongoing 
relationships with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believe in our objectives 
and our resolve. For that PALKTYA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gratitude.

I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blessed to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dedicated Board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during the past 3 years. I am also grateful to current President Herbert Chew (趙
善強) along with former Presidents: Milton Chew (趙錚錚), Chung Lo Kwan (關宗魯), Spencer 
Chew (趙英武), John Lau (劉宏美), Keng Kwan (關健中), and Yum Jung (張國欽) for offering me 
sage advice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s. The PALKTYA leadership balanced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while assisting me to review one task after another. We all always 
remain aware of “Our Lung Kong, Our Culture, and Our Future” for passing the baton into 
very capable hands and growing our organization. 

Thank you, Toronto, and all in attendance so much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Best wishes for 
a rewarding Convention!

Warmest Regards,
Shelley Ding 劉秀美
Chief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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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2, 2019 
 
 
 
I happily extend warm greeting to all taking part in the 22nd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What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reflect upon the valu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and to share stories and to listen to one another. 
Gatherings like these are vital as we all seek to successfully navigate 
these changing and often uncertain times. 

 
Have an enjoyable celebration! 

 
 
 
 
 

Elizabeth Dowde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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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CISE HISTORY OF LUNG KONG 
James S. L. Jung | 張錫利

Lung Kong World Federation Elder | 世界龍岡親義總會元老

Lung Kong Ancient Temple

In 1662, during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清朝:1644-1911), a temple was built on top of 
a small hill in Shiu Kou County, Kai Ping City, Kwangtung Province, China, and named  “Lung 
Kong Ancient Temple” by the four - family members of Lew, Quan, Jung, and Chew. The intentions 
of the Temple were for solidarity, worship, and empowerment. But little did the builders would 
have ever known nor imagined that their temple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owth to one of the largest family organizations existing in the world today, which is the 
“Lung Kong Tin Yee” organization. Presently, there are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embership by the millions.

Why was the Lung Kong Ancient Temple built on this particular hill? This hill was called “Dragon 
Hill” to reflect its shape and sacred nature. The shape of this hill resembled a dragon’s head looking 
straight toward the sky. On many occasions, energy spurts could be seen from the top of the hill into 
heaven. According to geomancers, positive chi energy generated from this hill would enhance and 
influence people’s health, careers, romance, and prosperity. In other words, this hill has excellent 
feng shui. Dragon Hill belonged to the nearby Lew family. However, due to the sacredness of this 
hill, nearby families of other surnames had eyed this hill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wished to claim 
ownership. Because the Lew family members were out-numbered, they had insufficient strength to 
stop any invasions by surrounding families. Subsequently, the Lew family eventually joined forces 
with the nearby Quan, Jung, and Chew family members and together they built the Ancient Temple 
on the Dragon Hill. 

Inside the Temple, the statues of the ancestor from each family: Lew Pei, Quan Yu, Jung Fei, 
and Chew Wen were at the altar. (Note: names are translated with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In 
the present Pinyin system, the spelling would be Liu Bei, Guan Yu, Zhang Fei, and Zhao Yun.) 
Respectively, Lew Pei is an ancestor from the Lew family; Quan Yu is the ancestor from the Quan 
family; Jung Fei is the ancestor from the Jung family, and Chew Wen is the ancestor from the 
Chew family. When the Temple was in place, worshipping services were quite popular not only by 
these four families who built it but also by other surname families nearby and afar.

The Chinese have hundreds of family surnames with many famous persons over the past five 
thousands of years in history, so why had the four families chosen Liu Bei, Guan Yu, Zhang Fei, 
and Zhao Yun to be their ancestors to worship and commemorate? (Note: From this point on, all 
Chinese names will be here in translated using the Pinyin system). To find out who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had accomplished, one must go back about 2,000 years in Chinese history to the later 
Han dynasty period between 168 AD and 22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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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al Brotherhood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controlled China for over 400 years, and it was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strong periods in China history. But toward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168 AD-220 AD), all the emperors in this period were weak leaders. With severe corruption in the 
palace and warlords fighting among each other, the whole country was disorganized. At the same 
time, famine and flood struck the land and were often ignored by the Emperor. People suffered 
greatly. The worst period time was in 184 AD when a large and powerful group of rebels called 
the “Yellow Turban” (symbolized by a yellow scarf tied on their heads) wanted to overthrow 
the kingdom. The emperor at the time was frightened and sent out an official notice to call for 
volunteers to quash the rebels. The country was in chaos. Among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that 
had wished to join the imperial army, three common, patriotic young men, Liu Bei, Guan Yu, and 
Zhang Fei were no exception. At the time, Liu Bei was a mat and straw sandal maker, even though 
he was a descendant from one of the early Han emperors. Guan Yu was a fugitive, who had slain a 
bad bully in his town. Zhang Fei was a butcher and a wine seller.

It is no doubt that the greatest threat was the Yellow Turban rebellion. This was when Liu Bei, 
Guan Yu, and Zhang Fei first met each other while on the verge to enlist into the government 
forces. They got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the 
country faced at the moment and became good friends.

Furthermore,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y shared the same compassion, sincerity, dedication, and goal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to save the people from suffering. Desiring to be more than good friends, 
the three of them gathered at the Peach Garden (owned by Zhang Fei), knelt, bowed to Heaven and 
Earth, and swore to be eternal brothers. They vowed from that day forward to unite their hearts and 
strengths to help each other in danger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help its people from suffering. 
They were even willing to die together for the cause. The eternal brotherhood of Lui Bei, Guan Yu, 
and Zhang Fei, was truly based on absolute righteousness; bonded for their entire lives. This was 
the famous historical legend of the  “Brotherhood at the Peach Garden” which occurred in 184 AD.

Subsequently, the three sworn brothers raised their army and joined the governmental force and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helping to suppress the Yellow Turban rebels. They, as common 
working folks, became heroes and created a legend for themselves. After the Yellow Turban rebels 
were annihilated, rather than becoming united, the kingdom, became more fractionalized. Severe 
political corruption continued at the royal palace and warlords were fighting more fiercely than 
ever for territorial control. People were still in great misery. The three fraternal brothers continued 
their fight for the people until by 200 AD (16 years after the three brothers who have sworn 
brotherhood at the Peach Garden), when another young warrior, Zhao Yun, joined them as the 
fourth brother at the Ancient City. 

The four pledged brothers vowed to dedicate their entire lives with great determination to save the 
empire and to reaffirm the lawful sovereignty of the Han dynasty. Throughout their legend, besides 
being bold warriors, all four exhibited and demonstrated their wisdom, bravery, courage, kindness, 
righteousness, and leadership in their struggle for the country. 

Finally, in 221 AD, Liu Bei was proclaimed Emperor of the Shu Han kingdom, and his three brothers, 
Guan Yu, Zhang Fei, and Zhao Yun, became Generals. Their united effort and tales of deeds are 

recorded in a famous novel called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Luo Guanzhong. Due 
to the four brothers’ profound spirits of righteousness, kindness, wisdom, royalty, and especially true 
brotherhood, they influenced and greatly impacte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for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Unequivocally, descendants of the four brothers 
continue to be proud of the deed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ir prestigious ancestors; therefore, to 
worship and commemorate them all is most proper and an honor.

Lung K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Livelihood opportunities, such as Gold Rus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California, USA in the mid-eighteen hundreds, attracted many Chinese people to emigrate 
especially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Due to social hostil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most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forced to stay in the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rea. Many different 
family groups started to formulate family associations. With no exception, the families of Lew, 
Quan, Jung, and Chew in 1876 built a “Lung Kong Ancient Temple” in the heart of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a replicate of the same Temple in Shiu Kou County in 1662, for a place of worship 
and meetings. As years passed, more four-family members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Around 1895, 
two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had organized: the San Francisco Lung Kong Association and the San 
Francisco Mu Tin Association (later changing its name to Ming Yee Association). The former was 
engaged in fraternal activities such as providing a meeting place, promoting social activities for its 
members, and aiding and helping its newly arrived members from China. The latter was form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its members from unfair hostilities. Unfortunately, a massive earthquake in 1906 
has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Temple and all historical records. Not willing to give up so easily, 
as well as pressing needs dictating, in 1910, the four-family forefathers got together and built a 
new “Lung Kong Building” at 1034 Stockton Street as the home for the San Francisco Lung Kong 
Association. In 1924, another building was acquired at 924 Grant Avenue, named the “Ming Yee 
Building,” in which the San Francisco Lung Kong Association has resided in ever sinc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began to open up in many places across the country.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China and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started to move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Some of 
the four-family members traveled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to work, settle, and formulate 
additional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or groups with names such as Lung Kong, Mu Tin, Ming 
Yee, and Four Brothers.

The following table is a summary of the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and the years of establ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Lung Kong AssociAtion(4) YeAr
Ancient Temple in San Francisco 1875
New York 1888
Portland 1890
Seattle 1890
San Francisco (2) 1895, 1986
Los Angeles 1889
Hawaii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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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 1928, the first Lung Kong Fraternal Convention was held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here a resolution was passed to combine the San Francisco Lung Kong  Association and San 
Francisco Tien Yee Association to become the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the USA as the 
headquarters to all lung kong and ming yee associ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 Due to an increase in membership, activities, and representation, in October 1986, the 
Lung Kong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 was revived and re-organized to the identity similarly 
established in 1895.

(3) In 1948,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held its Second Fraternal 
Convention in New York City and truly established this association as the Headquarters for all the 
lung kong and ming yee associations in the entir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continents.

(4) In 1951,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held its Third Fraternal Conven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all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and clubs should unify its 
English names are: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However, presently there are still three Ming 
Yee clubs inexistent. One in San Francisco called the “Ming Yee Kee Loo”; one in New York, called 
the “Ming Yee Club”; and one in Los Angeles, called the “Ming Yee Hin”. Their existences are 
mainly due to providing a comfortable place for Lung Kong elder members to meet, relax and enjoy.

Lung Kong in Canada
After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was completed in California, Chinese immigrants (include the 
four-family member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area continued to move to areas where there wer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raveling northward, first they settled in Portland, Oregon, then to Seattle, 
Washington and eventually to Victoria and Vancouver, Canada. At the same time, more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China entered Canada and their first stop was Victoria. Similar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 existed in Canada, as in San Francisco; new immigrants needed protection and safe 
guards. Therefore, family associations (including the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The 
first four-family association was the Victoria Lung Kong Associ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02. Later it became the Headquarters for all the Lung Kong associations in Canada.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Lung Kong Associations and year they were established in Canada:

Stockton 1920

Oakland 1922
Memphis 1923
New England 1925
USA (Headquarters) in San Francisco(1) 1928
Chicago 1934
Pan American (Headquarters) in San Francisco(3) 1948
Houston 1970
Phoenix 1973

Sacramento 2008

Lung Kong in Mexico and South America
Four-family members moved southward from the San Francisco area to the Los Angeles 

area; then to Mexico and other South America locales. Also, many Chinese immigrants traveled to 
South America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rom the Kwangtung Province, China as early as the 1850s.

The following table lists the Lung Kong Associations and the year of establishment in Mexico 
and South America: 

Lung Kong AssociAtion YeAr
Victoria (Headquarters) 1902
Toronto 1911
Vancouver 1923
Montreal 1927
Calgary 1937
Ottawa 1987

Lung Kong AssociAtion YeAr
Lima, Peru 1900
Mexicali, Mexico 1920
Havana, Cuba 1900

Lung Kong in Southeast Asia
Due to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China such as the Opium Wars (1839-42 and 1856-60) 
and the Taiping Revolution (1850-64),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immigrated abroad for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for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Kwangtung and Fukin Provinces,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wher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the worst.

In fact, in this period (1840-1890) more Chinese people left for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s than 
to America. The very first four-family association organized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as 
the Kucheng Association in Singapore in 1873. Subsequently, other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were 
formulated in the region. All four-family associations had continued to be organized with the name 
“Kucheng” instead of “Lung Kong.” However, at present, most “Kucheng” associations have now 
been changed to “Lung Kong” associations in the region.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some of the earlier Lung Kong Associations (Kucheng 
Associations) and the year of establishment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Lung Kong AssociAtion YeAr
Singapore 1863
Manila, Philippine 1885
Perai 1890
Malaysia 1945
Kuala, Lumpur 1950
Bangkok, Thailand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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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Kong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At the Fifth Fraternal Convention of the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held in 
Havana, Cuba in 1958, a proposal to establish a worldwide Lung Kong association was passed and 
adopted. Also, a special committee was formed to study its feasibility. There, a seed was planted to 
establish a worldwide Lung Kong organization. Two years later, on August 1960, the Hong Kong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Lung Kong association delega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ame to Hong Kong to celebrate the new association. Right after the celebration, over 40 
delegates remained in Hong Kong and met for 14 days straight to discuss, plan and formulate the 
structure of a worldwide lung kong organization. Finally, on September 29, 1960, the Lung Kong 
World Federation was born. Headquarters remained in Hong Kong. Eight years later, in 1968, the 
Lung Kong World Federation headquarters moved to Taipei, Taiwan to this day.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Lung Kong Associations and the year of establishment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Lung Kong AssociAtion YeAr
Sze Yap, Kwangtung, China 1921
Hong Kong 1960
World Federation 1960
London, England 1960
Paris, France 1960
Taipei, Taiwan 1960
Tokyo, Japan 1961
Korea 1970
Madrid, Spain 1978

The Purpose of Lung Kong
The growth of the Lung Kong organization is quite a phenomenon. From a temple, which started 
350 years ago in an unknown village in southern China, to the present day, Lung Kong associations 
are established all over the worl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un will never set on Lung Kong. How 
did the organizations grow so large and so quickly? A look into the purposes of the Lung Kong 
organization in which its members obey and practice will find that the answer is quite apparent. 
“The purposes of the Association are: to propagate the spirit of our four Ancestors, as expressed 
in their sworn eternal brotherhood at the Peach Garden and in their assembly at the Ancient City, 
and in the teachings of Ancestor Liu; to promote virtues of loyalty, righteousness, kindness, and 
courage; also to unite in devoted fellowship and seek mutual assistance and mutual benefit.” 
(Excerpt from the Bylaws of the Pan America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To note, the 
teachings of Ancestor Liu Bei are rather noble and they can be simply expressed as follows:
Don’t do anything evil regardless of how small it is; 
Don’t fail to do a good deed regardless of how negligible it is; 
Only with virtues and wisdom can win people’s heart.

Sarawak, Borneo 1962
Malaysia Federation 1969
Vietnam 1969 龍岡史略及四姓淵源

龍岡團體是由劉、關、張、趙四姓人士共同組織的。四姓結盟的來源，是根據

一千七百多年前三國時代(紀元二二零年至二八零年)的歷史來的。東漢獻帝時，天

下紛亂，奸偽蠭起，各自擁兵割據，爭權奪利，藐視朝廷，目無法紀。我聖裔皇叔

劉備(玄德)，與關羽(雲長)、張飛(翼德)三公，以匡扶漢室，拯救萬民為職志，因而

義結金蘭，同心協力，誓共生死，史稱「桃圜結義」；其後又在古城與趙雲(子龍)

公重聚，情同手足，義薄雲天，此「桃圜結義」與「古城聚會」，千古傳美談，亦

即我劉丶關丶張丶趙四姓結盟的由來。

到清朝初年，廣東開平縣單水口山草步鄉劉族有一轄地，勢若蟠龍，中起一

小岡，好像龍頭向空昻起，相傳是靈氣所鍾，因稱它為「龍岡」；但當地劉族弱

小，強鄉廬欲霸佔，劉族乃邀集劉、關、張、趙、四姓人士，興建裥廟於岡上，塑

奉昭烈帝、關漢壽亭侯、張桓侯、趙順平侯及諸葛武侯等神像，名之為「龍岡古

廟」，這是一六六一年(清康熙元年)的事。

一八四八年起，我華人陸續來美謀生，初期集居於三藩市，人口日眾，社團相繼

成立，我四姓前輩，於光緒初年(一八七六年前後)，在布碌倫巷興建「龍岡古廟」，

奉記四先祖及諸葛武侯神像，雖屬廟宇形式，但在實質上具有團體之雛形。至一九

七六年，三藩市發生大地震，此廟被毁，我四姓前賢，又發起集資購地建樓，以圖

恢復。至一九一零年，市作頓街龍岡公所新樓落成，一九二五年，都板街九二四號

「名義樓」落成。一九二八年，全美龍岡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羅省舉行，通過「龍岡公

所」與「親義公所」合併「龍岡親義公所」，成立「美國龍岡親義總會」。

其時，華人逐漸散居全美各地。四姓組織之「龍岡」或「睦親」、「名義」

團體，先後組成，其成立年份可考者：紐約一八八八年，砵崙及舍路（西雅图） 

一八九年，檀香山一九一九年，屋崙一九二零年，棉佛市一九二三年。

加拿大方面，域多利「睦親公所」於一九零零年成立，至一九零二年改為「龍

岡親義總公所」。其後雲高華(一九二三年)及多倫多(一九一二年)、滿地可(一九二

七年)相繼成立公所。

中南美洲方面，龍岡團體創立年份為：古巴一九零零年，秘魯一九零零年，

墨西哥一九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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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方面，龍岡團體創立最早，如新加坡「古城會館」於一八七三年成立，

菲律實龍岡公所之前身「四姓會館」，約在一八八五年成立。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係於一九四八年在紐約首創。世界龍岡親義總會於一九

六零年在香港成立，旋於一九六八年遷於台灣。歐洲龍岡親義總會於一九七八年成

立。爾後，世界各她龍岡組織，盆爲普遢，舊有的團體亦随而加強活動。世昦各地

現在龍岡團體一百二十餘單位。世界及美洲龍岡，每隔四年分別舉行懇親代表大會

一次聯絡情誼，策進族務。

至於我劉、開、張、趙四姓，各有淵源，各有光榮的歷史，和優秀的傳統。

劉姓創立漢朝，高祖邦公傳二十四带，歷四百二十二年，聲威播，四海崇仰，至今

仍以「漢」為中華民族的代表。三國時代，劉氏主蜀， 亦歷四十三年。

關姓出自夏臣龍逢公之後，宋朝起由中原遷徙入粤，成為廣鞶一大家族。蜀

漢關壽亭侯，忠羲千秋，流芳萬世，歷代奉祀為關聖帝，國内海外，不分姓氏，奉

為神靈。

張姓始租為黃帝直系後裔，歷代張姓遍佈全國各地，均為望族，名賢輩出，

故張氏為大姓氏之一。唐末起，向南移遷，明朝以後，由福建至廣東。

趙姓匡胤公創建宋朝，蒂業傳十八世，享國三百一十九年。南宋以後，播遷

閩粤，開基繁衍，成為大姓巨族。

四姓祖先，又各有開基的發祥地，後世以源遠流長，恐有訛誤，乃立「堂」號

為記。劉姓「彭城堂」，彭城為漢時郡名，今江蘇省銅山縣地。關姓「隴西堂」，

隴西為秦時郡名，今甘肅省境內。張姓「清河堂」，清河為漢時郡名，今之河北省清

河及山東省清平一帶。趙姓「天水堂」，天水為漢時郡名，今甘肅省境內。我中華民

族，有五千年之歷史，有淵博之文化，凡我軒轅藏子孫共認我種族無上之光榮，永念

我列祖列宗之大恩大德，孝思不匱，萬世留芳。

我四姓宗人，無論男女老少，不分國內海外，允宣集合在「中華民族」和「龍

岡親義」的大旗之下，本著四賢「忠義仁勇」的精神，講義氣，重情誼；團結互助，

同心協力，共為社會福利、民旅前途而服務，使我龍岡精神，宏揚於世界，使我龍岡

光輝，照耀於寰宇！此龍岡組織之本旨也；勉之勉之!

附：先主遺訓，勉之，勉之。

勿以惡小而焉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

一、劉字的含義

刘姓有“王者气象”。刘汉王朝构成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潮，自此中华民族

之主体被称为汉人、汉族；中国的语言文字被称为汉语、汉字。树有根，水有源，

作为中国第四大姓的刘姓，它的根和源到底在哪里呢？中国虽然有“张王李赵遍地

刘”的说法，但倘若你去问他人刘姓的“刘”是什么意思，恐怕时下的人们，甚至

就连刘姓族人也鲜有能明确回答你的！那么“刘”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中国人们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汉语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遗憾的是无论在

甲骨文、金文，还是刻在陶器上的陶文中，我们至今都尚未发现“刘”字，令人奇

怪的是在现在中国最早的字典——东汉文字学大师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作为

当时堂堂国姓的“刘”竟无处觅迹。有人认为，这是出于避讳的缘故。现在见到的

最古老的“刘”字形体是汉代的小篆和隶书。现代简化汉字的“刘”，是从繁体汉

字“刘”的草书演变而来，只在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等现代简化字中通用。所以我

们要探究“刘”字的原始形象和最早的意义，不能只看简化汉字，而必须看繁体

的“刘”字。我们不妨借助汉语古文字学和现代语源学的钥匙，从“刘”字的字

源着手进行寻根溯源。 

从字形结构看，“刘”字是个形声字，它“从金、从刀，卯声”。古人在向

别人介绍刘姓时，一般只会说“卯金刀刘”，或者说“卯金刘”。从文字学的角

度看，构成“刘”字的这3个偏旁部件中，“卯”是刘字的声符，代表刘字的语

音；“金”和“刀”才是刘字的义符，代表刘字的字义。

在现代汉语里，“刘”字除了用来作姓氏外，别无其它任何意义。因此，很

少有人能解释得出来刘姓的“刘”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古代汉语中“刘”

字有着极其丰富而神奇的含义。根据《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辞典》

等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汉语文字辞书的统计，“刘”字在古代有多达11种不同字

义和解释。一、名词。斧钺一类的兵器。《广雅·释器》：“刘，刀也”。《正

字通·刀部》解释说：“刘，钺属”。在现在最古老的汉语传世文献《尚书》中就

有关于刘这种兵器的记载。《尚书》的《顾命》篇也有“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

一句。二、动词。诛杀、杀戮。《尔雅·释古上》说：“刘，杀也”。三、动词。

克、征服。《尔雅·释古上》又说：“刘，克也”。四、动词。陈、铺陈。《尔

雅·释古上》又说：“刘，陈也”。五、动词。凋残。《中文大词典》说：“刘，

劉姓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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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枝叶稀疏而不均也”。六、名词。指一种果树，也叫“刘子”。《尔雅·释

木》说：“刘，刘木弋”。郭璞注释说：“刘子，生山中，实如梨，酢甜核坚，

出交趾”。七、形容词。通“忄刘”，“女刘”，美好貌。八、通“浏”，回

也。《淮南子·原道》：“刘览偏照，复守以全”。高诱注释说：“刘览，回观

也”。九、与“镏”字通用。《集韵》“镏或作刘”。十、地名。《左传·隐公

十一年》记载：“一取邬刘……”。这个就是地名，在今河南郑州附近。十一、

河流名，《水经注·洛水》记载：“合水北与刘水合”。  

在如此众多的字义中哪一个才是“刘”字最原始、最根本的含义呢？当初人

们采用“刘”字作为血缘和徽志又是取的哪一种字义呢？姓氏学家认为，最原始的

姓氏，往往来源于最原始部落民族对图腾的崇拜。因此，作为姓氏的汉字，它作

为姓氏的意义就是该字最原始、最根本的字义，往往也就是指称某一种具体的事

物、实物。从上面罗列的“刘”字的11种字义来看，只有“斧钺”这种解释有可

能是“刘”字的本义，也就是刘姓的初始的含义。根据语源学的规律，我们可以

推出刘字的本义与“刀”和“金属”有关。可见，“刘”字的最原始、最根本的含

义是指一种“战斧”。斧钺，便正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原始、最古老的工具之一。

刘，又正是原始的斧钺中的一种(或者说，在某一支原始氏族中，他们把斧钺称为

刘)。“刘”字的本义既然是指一种斧钺，那么刘姓又与这种斧钺有什么符合逻辑

的内在联系呢？我们的古老祖先为什么要选用这种斧钺的名称来当作自己血缘徽

记——刘氏呢？

当然，最原始的“刘”，或者说：最原始的斧头，并非金属制品，而是用石头

制成的。它们最初也许极为简陋，并不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斧头那么锋利。这从考古

发现的大量原始人类使用过的石斧就可以看出。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人类正是靠

着“刘”这种粗糙原始的石器，才得以抵御猛兽的袭击和击杀野兽猎物。可以设想，

没有“刘”(也就是斧头) 这种原始的工具，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根本无法走出那

暗无天日的茂密森林来到平原大地；没有“刘”，原始人类也无法击退那些凶猛无比

令人恐怖的吃人野兽，保护自身；没有“刘”，原始人也砍伐采集不到更多的果实，

猎获不到大量的野兽。到了稍后一个时期，“刘”又成为战争中的重要武器，这时因

为斧头与战争相连，又被称为战斧，“刘”就是战斧中的一种。特别是在人类发明弓

箭和长矛之前，“刘”更是人类兵器中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之，“刘”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最常见最基本的工具，也是人类用以创造文明的工具。  

中国人在谈到人类文明的起源时，喜欢用“混沌初开”一词来形容，而使人

类从混沌走向文明的正是“刘”。不但如此，中国人还认为整个世界宇宙，都是

由“刘”开辟创造的。宇宙形成学上又有开天辟地一说，中国人在追溯人类历史

的起源时常常是这样描述的：“自从盘古开天地……”。而在传说的神话中人类和

宇宙的创造者——盘古当年用以开天辟地创造宇宙世界的正是一柄神奇的巨斧，

也就是“刘”。这便是今天人们看到的，代表着华人世界数千万刘姓族人的血缘

徽记——“刘”。

原始汉语部落从中亚向昆仑山播迁，后在甘肃与藏缅分家，东向占领汾渭流

域，最后占领华北平原西部，使当地土著(蒙古群)臣服。这些汉族先民中的一支氏

族定居刘邑(今河北唐县)，在征服自然和社会阅历中，充分认识和感悟到刘这种工

具的神圣作用和赫赫威力，於是便用“刘”来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开始对他顶礼

膜拜。久而久之“刘”便成为这支氏族区别于其它氏族的血缘徽记，並逐渐得到

其它氏族的认同。於是， 世界上古老的原始刘氏族便形成了。  

二、劉氏的起源:

1、据《元和姓纂》、《新唐书》等资料所载。相传帝尧姓伊祁，称陶唐氏。

祁姓是黄帝的后裔所分得的姓氏之一，后来祁氏被封于刘国，亦即今定州唐县(河

北唐县)。三民书局《大辞典》400页对“刘”的解释：“刘，地名”。帝尧陶唐

氏后裔的封地，在今河北唐县。宋代大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以邑为姓》

刘条也说：“帝尧陶唐之后封于刘，其地今定州唐县也”。其子孙以国为姓，相

传姓刘，史称刘氏正宗，这就是陕西刘氏。古地名学的理论认为，有的地名因人

而得名，而有的人群又是因地而得名，帝尧陶唐氏后裔封於刘地，说明这里先有

刘地，那么刘地的地名是怎样得来的呢？我们认为：刘地仍然是因人而得名，不

过他的得名不是因为帝尧陶唐氏之后裔受封於此而得，而是因为最古老的以斧

钺“刘”为图腾的刘氏族曾经居住、活动、生息于此而得名。  

2、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等所载，出自姬姓周太王古公父之后裔。相传周

武王去世后，周成王曾封曾祖父王季后人于刘（河南偃师），后失考。周桓王八年

（公元前712年）又封刘邑与王弟季子，建立刘子国，季子称刘康公，但周后期，

此支没落。其后裔以邑为氏，世代相传姓刘，因周成王姓姬被称为姬姓刘氏，后代

也称刘姓。这就是河南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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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源出于杜姓。周宣王时，杜国国君杜伯被害，杜伯之子隰叔逃入晋国，杜

伯的孙子士会在晋国任士师，晋襄公死后，士会去秦国接公子雍回国继位，因晋

国国内有变故而留在秦国，其后世取姓刘(即“留”之意)。其后有留于秦国者便恢

复其祖姓为刘姓，是为陕西刘氏。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便是士会的后代，因此，

士会也成为刘姓共认的祖先之一。  

4、改姓而来。据《史记》所载，齐人娄敬在洛阳向刘邦献入关中建都之策，

得到刘邦的重用，刘邦称帝后，赐姓刘氏，其后保持此姓；刘邦为了感谢项伯在

鸿门宴上对他的救命之恩，赐他刘姓，并赐其他降汉的项氏家族改姓刘。

5、据《史记》所载，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以皇室宗女嫁于单于为妻。

依照匈奴的习俗，贵者皆从母姓，单于的子孙于是皆从刘姓，于是便生成这支姓。 

6、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族的复姓”独孤”改为刘姓，成为当时大

姓之一。后来大部分鲜卑族人被血统汉化为汉人 。

7、其他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改作刘姓的。如薛、何、美、陆终氏、女真族乌

古论氏、移剌氏、满族宁古塔氏、留佳氏等众多姓氏改为刘姓。

三、劉姓的始祖，祖根在魯山縣

在众多的刘姓形成的不同源头中，帝尧祁姓之后的这一支刘姓为中华刘姓的

最古老最主要的来源。帝尧——刘姓的血缘圣祖。翻开各种姓氏学经典或任何一

部普通的刘氏族谱，我们发现在追溯刘姓的起源时几乎都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之

一的帝尧。

据史书记载：尧姓祁，名放勋。传说于甲申年（公元前2377年）出生於丹

阳（今河北唐县），尧出生时其母庆都寄居於伊长孺家的伊祁山下，故从母所居

之地为姓“伊祁”。后又分出“伊”、“祁”二姓。尧自幼聪明，年轻时就以擅

长制作陶器在远近部落中著名。十五岁因能力出众而被推为本部落的酋长，並被

当时中原华夏酋邦的君主帝喾封为唐侯。从此他和他的氏族又被当时的各部族称

为“陶唐氏”。大约公元前2357年，尧20岁就接替帝喾当上了中原华夏酋邦的君

主。《史记》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孙也”，“娶女敢訾氏女，生挚”；娶陈

锋氏女名庆都生放勋，帝喾崩，挚代立，挚立，不善而崩，弟放勋立。尧的母亲

庆都是母系社会人，姓祁（或姓伊祁），因此尧按照母系社会的制度从母姓祁。尧

在位78年，於公元前2259年去世，享年118岁。尧当上了中原华夏酋邦的君主后，

在向四方征伐的同时，也征服了原始的刘氏族，并将刘地封给了自己的家族成员，

使其担任被征服的刘邑的首领。这位刘邑的新统治者及其家族从此都以“刘”为

氏。那些原来居住在刘邑的古老原始氏族人群中的一支高扬巨斧，以“刘”为图腾

形成世界上最古老的原始土著刘氏族人，逐渐被征服和融合到帝尧后裔的祁姓刘氏

之中，因为在当时任何一个氏族成员，若被封到刘地都可以称为刘氏，他的族人可

以称为刘氏族。同时，在当时姓从根本上也就没有独立的分离出来。他们虽然仍保

留着刘氏族的徽记，但已由原来独立的刘氏族衍变为祁姓的刘氏族了。

据史书记载尧有10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监明早亡。（《史记》云：“舜年

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

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史书所说的九男分别是丹朱、开明、启明、胤明、觉

明、卧明、晦明、源明 、少康。  

因此关于刘姓的开基鼻祖就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刘姓的受封

得姓始祖是尧的长子监明。另一种说法认为受封于刘地的不是监明，而是他的儿

子式。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流行的纬书《尚书中侯》，该书记载：“尧之长子

监明早死，不得立，监明之子式封于刘，朱又不肖而弗获祠”。三种说法认为，

当年受封于刘邑的是尧的第九个儿子源明。这一说法很少见于世传文献，但在刘

姓族谱中有流行。四种说法认为刘姓的受封得姓始祖是尧的次子丹朱，这一说法

见于一些与刘姓同源的唐姓族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唐姓的介绍也采此

说。五种说法认为祁姓刘氏的开基始祖不是尧的儿子或孙子，而是数百年后的尧

的裔孙夏朝的刘累。此说法在刘姓的源流史上比较流行。六种说法认为，刘姓的

受姓始祖是尧的儿子源明，並且强调说，源明与丹朱、监明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

称。这种说法，不见于传世的史传文献，只见于形成较晚的刘氏族谱。  

这就充分说明帝尧是当今刘姓的血缘圣祖。但尧姓祁而不姓刘，那么刘姓的

开基始祖是谁呢？在历史上正式见於经传和正史文献的第一位真正的刘姓人物，

是夏朝后期的刘累，而且祖根就在今河南省鲁山县。

关于刘累这个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这些传说主要载於

《左传》、《史记》、《唐书》和大量刘氏、唐氏、留氏等族谱中。文献记载，

刘累是帝尧陶唐氏的后裔，生於夏朝后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刘累学扰

（训养）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曰御龙氏，以更豕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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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龙一雌死，潜酱以食夏后，夏后食之，既而伎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

后也”。《史记·夏本纪》云：“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

畔之。天降二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

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

后，夏后伎求，惧而迁去”。《唐书·宰相世系表》：“舜封尧子丹朱为唐侯至夏

时，丹朱裔孙刘累迁于鲁县，累孙就守故地。至商更号豕韦氏，周复改唐公。成王

灭唐以封其弟叔虞。其后更封刘累裔孙在鲁县者为唐侯，以奉尧祠”。《水经注》

云：“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今鲁山

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故张衡《南都赋》曰：“远世则刘后甘劂龙醢，

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尧山”。“尧山在太和川，太和城东北水

出焉，水又东经鲁阳县故城南，城即刘累之故邑也，有鲁山，县居其阳，故因名

焉。王莽之鲁山也”。传说刘累的出生很奇特，一生下来两手手掌中各有一个特殊

的纹饰，看上去分别是当时象形文字的“留累”(先秦时“留”与“刘”通用) 二

字。古人很迷信，刘累的家人认为这种胎记是上天的某种预兆，是神的暗示，因此

就把这位新出生的圣婴取名叫刘累。  

在一部《清源留氏族谱》上还有这样记载说：刘累生下来两手掌中各有一字，

字形是：“卯在田上，系在田下”(一作“卯上系下田在其中”)，因此取名“留

累”，“留”姓的得姓就因此产生。这支“留”姓也公开推刘累为造姓大始祖。所

以刘累既是刘姓的始祖又是留姓的始祖。 

另据《砂罗越刘氏源流考》记载：“刘累事夏孔甲，赐御龙氏。其生也，两

掌成‘刘累’二字，因以为姓氏”。《安徽凤阳刘氏谱序》云：“我刘氏之先本出

于帝尧苗裔，夏之时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刘氏。此我刘氏

之端也”。  

又据《中国通史全编》第70页记载：“刘累自先祖时候，就向豢龙氏学习训

龙，而且是世代相传的训龙能手，刘累也继承了祖业，能够饲养龙。孔甲把从黄

河、汉水中捉到的两条龙交给刘累饲养，並赐刘累为御龙氏，代替豕韦的后代。过

了不久，因雌龙在捕捉时受了伤而死去。刘累暗中把龙肉剁成肉酱，献给孔甲吃。

孔甲食后觉得味道甚美。既而求之，刘累惧怕而逃到鲁县（即今河南鲁山县）”。  

据传说：“刘累逃鲁县时很仓促，一家人已跑散，刘累跑到鲁阳故城即 后来的

邱公城，老伴跑到婆娑街；儿子跑到刘相公庄，儿媳和女儿跑到姑嫂石”。此传说

为后人留下了神秘的回忆。刘累迁鲁隐居以后，果然躲过了灭族之灾，原来的刘氏

族，也即御龙氏中的一部分也先后随刘累迁到鲁县一带居住下来。

为了避免招摇，刘累和他的族人，主动放弃了夏王朝赐给他们的御龙氏名号，

又不敢再用祁姓，就仍以原来的旧氏族刘氏相称。这支迁居鲁县的刘氏族，仍然尊

尧帝为本氏族的血缘圣祖。在大尧山建立尧祠。《南都赋》云：“视鲁县而来迁，

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尧山”。在今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小尧山建尧帝庙，《方舆

记要》：“尧山在县城西北四十里，夏孔甲时刘累迁鲁立尧祠于山上，因名”。时

之今日这里的香火还十分兴旺。早已成为全社会香客们的朝祖圣地。

刘累迁鲁县后，就住在鲁阳故城，即邱公城。《水经注》曰：“水又东经鲁阳

故城南，城即刘累之故邑也”。（今县西三十里，地名，邱公城，即其地）。刘累

迁鲁居于斯，死也就葬在邱公城的东侧。据原籍耿集镇西边（邻近邱公城）的白沙

咀庄现年98岁的雷平新老先生讲：“邱公城东侧有个刘累墓，墓比一般墓大的多，

小时候读私塾时经常和同学们在刘累墓地玩，墓前还有个三四尺高的石碑，上面刻

着‘豢龙故里，吾臣刘累之墓’”。（2002年调查口传材料）。刘累死后，世人

为了奉祀他老人家还在鲁县城北牛兰山修建“刘累亭”以作纪念。《后汉书·郡国

志·南阳郡》记载：“鲁阳有鲁山，有牛兰累亭”。又云：“鲁阳有牛兰累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胆肯定的说：不仅帝尧的裔孙刘累是当今世界刘姓的

大始祖，而且祖根就在今河南省鲁山县。由于刘累家族长期居住在鲁山一带，所以

鲁山境内留下一系列与刘姓有关的地名，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小刘庄就有十多个，还

有刘相公庄、刘泽庄、刘山、门庄、刘河、刘寨、刘沟、刘铁沟、东、西刘湾、灌

刘、王虎刘等。  

公元前十八世纪，夏商鼎革之际，原被驱逐的刘氏族，势力日益发展壮大，

因不堪忍受夏朝的压迫，投靠了新兴的殷商王朝，商王成汤在消灭了亲夏王朝的大

彭豕韦以后，又将刘累后裔的这支刘氏族重新封到豕韦故地，并让他们继承豕韦氏

的称号。正如《左传》杜预注说：“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其国为豕韦

氏”。在商汤建国之后，为了兴灭国继绝世，又允许彭姓的豕韦复国，并封豕韦为

伯爵。这时刘累的后裔，只好再次被取消豕韦称号。直到商朝中期，商高宗“武丁

中兴”再次消灭了彭姓豕韦国，又复封刘累后裔的刘氏族人为豕韦氏。从此刘累后

裔的刘氏族人便以邑为氏，由刘氏改为豕韦氏，成为依附于商王朝的部族政权。  

刘累后裔由刘氏族改为豕韦氏后，在豕韦（今河南省滑县韦乡）一带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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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百年。至公元前12世纪，周成王伐纣灭商后大量追封，三皇五帝后裔，在将

尧帝一支后裔封于蓟（今北京市）之后，又将同属于陶唐氏后裔的豕韦氏刘累之

后封于陶唐氏旧地（今山西冀城西）。商周之际，这支刘累后裔，以地为氏衍变为

唐氏。几十年之后，因唐人与商人关系密切，周成王大概是对原来亲商朝的“祁”

姓刘累后裔的唐国不放心，便又废掉刘累后裔的唐国，把唐国故地封给他自己的弟

弟叔虞作封地，而将刘累后裔迁到杜城（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杜曲），改封为“杜

氏”，降爵为伯爵。至此，刘累后裔的这支刘氏族就在杜城建立自己的部落国家，

并从此由“唐氏”改称为“杜氏”，或称“唐杜氏”。另一部分唐国成员，没有迁

到杜城，而分散在其它诸侯国仍以唐为姓氏，便成为今日唐姓的祖先。  

杜伯是刘累后裔的杜国君主，开始在西周王朝为吏任职。周宣王时，最后一

个杜伯在周朝任大夫之职。据《砂罗越刘氏源流考》记载：“累后曰振、曰隗、曰

仲、曰堪、曰杭、曰颂，咸有嘉德，不坠家声。颂八世孙叔假，商时为豕韦侯，豕

韦者国名也。叔假遂以为氏焉。假十二世孙有敬蚁者，周成王灭唐取唐地封之，为

唐杜伯，遂以唐杜为氏。嗣其景伯名忽，穆伯曰元、庄伯曰栗、桓伯曰褚、惠伯曰

将、僖伯曰睿，皆身通显有令闻”。西周晚年，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

在西周任职的最后一个杜伯被周宣王无辜杀害，刘累后裔的祁姓杜国同时也被周朝

灭亡。周宣王死后，继位的周幽王宣布为杜伯平反昭雪，并为其立祠以表其终。其

祠叫杜伯祠，墓称杜陵，均在杜城（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杜曲）。杜伯被杀和杜国灭

亡之后，他的子孙纷纷逃往他国避难。

杜伯有个儿子叫隰叔，逃到晋国受到重用，担任士师（主管刑罚、狱讼、禁

令的官）。杜隰叔生两个儿子，荐、和 。其中 《左传》称之为士 ，字子舆，继承

父业，担任士师。从此杜隰叔的后裔便以官为氏，改为“士氏”，士在晋国生子名

叫成伯缺，伯缺生子士会，士会就是早年任晋国大夫，辅佐晋文公、襄公争霸天

下，使晋国成为五霸之一的范武子。士会姓祁，名会，字季，以士为氏，曾食邑

于隋称隋会。又食邑于范称范会，史也称范宣子。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所称赞

的“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之最盛也”。

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幼，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大臣们为了国

家的前途，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太子，另立襄公的弟弟即当时在秦国任亚卿之

职的公子雍为新的晋国君主。因公子雍是士会的姑姑杜祁与晋文公的儿子，与士会

有亲戚关系，于是晋国就派士会和另一个大臣先篾一同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

继位。但是，当士会和公子雍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尚在途中时，晋国国内发生

了戏剧性的变化。

公元前620年，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大臣们迫于晋襄公夫人缪赢的压力，背叛了

士会和公子雍，在晋国国内改立年幼的夷皋为晋国的国君（即晋灵公），并派兵阻

击秦军，阻止士会和公子雍回国。秦、晋双方在令狐至刳首一带展开一场大战，结

果秦军因无备而败。此次战后，士会已不能再回晋国，被迫逃到秦国避难。士会在

秦国受到重用，任秦军谋士，为秦军攻打晋国出谋划策。对晋国造成很大威胁。晋

灵公七年（公元前614年）晋国六大臣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致认为士会无罪，

必须想办法使士会回到晋国。随后就派魏寿余到秦国假装叛晋降秦，施计把士会劫

持回晋国，並委以重任，先后任晋三军统帅和元帅。士会生三个孩子，长子士燮，

名富仙，字美荣；次子士鲂，名富仁，字祥耀；三子士球，名富任。大梁普通元年

修的《刘氏家谱》载：“士会公三子均仕晋，惟士燮之子在秦者为刘氏”。留在秦

国的后裔恢复“刘姓”，居住在今陕西一带，而其后裔也就成为了刘氏——意思是

有“留”成刘姓。刘氏复姓当在士会归晋之后，至今已二千六百多年。查阅有关经

典和姓氏书均言“士会之裔留秦不返者复更为刘氏”。《唐书·宰相世系表》即

採此说。士会在晋国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史称“士会辅成、晋军无败绩”，“端刑

法，辑训典，国无奸民”，“朝无奸官”。晋国在士会的治理下日益强大起来，因政

绩突出升任司空(古代掌管土地、水利和建筑工程的大臣)，晋国君主为奖励士会的

功绩，特将“隋”地（今山西介休东南）赐给他作领地。於是士会的族人又来到隋

地定居，这样来到隋地的士会的后裔，就以他们所封的采邑“隋”地的地名为氏，

改称为“隋氏”。

由於士会对晋国的卓越贡献和不朽业绩，公元前592年士会退休时被晋景公在

其已有“隋”地的基础上又加封一个领地——范邑（今河南范县）。

最后在范邑终老去世，被赐谥号“武”。因此史书也称士会为隋武子、范武

子。随士会到范地的族人，又以采邑“范”为氏，称为范氏。这便是今日中国又一

大姓“范”姓的来源。士的后裔除一支改为“士氏”，一支改为“隋氏”外，另有

一支以士所担任过的官职（司空）为氏，即今日“司空氏”的来源。

郑樵在《通志》二十六卷《氏族二》中说：“尧之后分为六，唐氏、杜氏、范

氏、刘氏、韦氏、祁氏，皆为著姓，岂尧之不泯欤”！实际上除六大著姓外还应加

上士氏、司空氏、隋氏、士氏。就此六姓而论，祁氏为尧之本姓，韦氏是豕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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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从尧之陶唐氏到刘氏的发展过程中士氏和范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和《国语·晋语八》关于御龙氏的传衍情况记

载：前549年鲁卿叔孙穆叔去晋国访问，晋卿范宣子在欢迎宴会上以十分自豪的

口吻大谈本族的光荣史：“我的祖先在舜以前是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在商是

豕韦氏，在西周是唐杜氏，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族。现在晋国成为华夏盟主，我们

范氏又是晋国的卿族，古人所谓‘死而不朽’大概就是指我们这种绵延不绝、世

代荣显的大族而言的”。当时叔孙穆叔对范宣子的自吹自擂非常反感，当场驳斥

说：“这种保姓受氏以守宗访、世不绝祠的事根本算不上‘不朽’，只能算作‘

世禄’；只有那些能够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才能‘虽久不废’，是真正的‘三

不朽’。”值得注意的是叔孙穆叔只是对范宣子所说的家史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

度。但他并没有否定从陶唐氏到范氏的传承系统的真实性。  

四、劉氏的播遷

在中国历史上，刘姓是登基为帝人数最多的一个姓氏。从古到今，称王称帝者

多达六十六人，先后建立有西汉、东汉、蜀汉、汉、前赵、南朝宋、南汉、后汉、

北汉、大齐等王朝或政权，共历时650多年，是中国建立封建王朝最多最久的姓

氏。刘姓掌握政权时间久，享有特权，是人口能够得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陕西刘氏播迁到河南及江苏地区，到汉代沛县刘姓成为皇族，大

封同姓诸侯，显贵无比。纵观刘姓繁衍情况，可划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为汉

代，刘邦建立汉室，随着“同姓封侯”，刘姓人遍布彭城、沛国、弘农、中山、

南阳、东平、天水等地，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姓氏。汉末群雄争霸之际，中原刘

姓为避战祸四方迁徙。第二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姓迁往福建，除刘姓人大

举南迁外，许多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取刘姓代替自己原有姓氏。与此同

时，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其族在江南最为显赫，被封王侯的刘姓遍布江南。

第三时期为唐至五代。据《兴宁刘氏族谱》所载，唐翰林学士视察使天锡公，为

避战乱弃官奉父祥公迁至福建宁化县，后成汀闽望族。这一时期，刘姓支脉遍布

大江南北。宋元至明清时期，刘姓族人已遍布全国各地。

当代中国大陆地区刘姓有约6456万人，佔全国总人口的5.4%。俗话说，张王

李赵遍地刘。刘姓的确分布很广，但分佈比例不均衡。刘姓在今日中国分佈主要

集中在北方和中原地区。具体从刘姓绝对人口数量在全国的分佈来说，又集中于四

川、河南、山东、河北四省，这4省的刘姓人口占全国刘姓总人口的36%，其中，

河南和四川分别集中居住有刘姓总人口的10%，为刘姓併列第一大省，这里的刘姓

分别占本省总人口的6%和5.5%。其次分佈於湖南、湖北辽宁、黑龙江和安徽，这

五省的刘姓又佔了人国刘姓总人口的26%。这样，刘姓形成了华北、四川、华中、

东北四大块人口聚集地区。从刘姓人口在当地各姓中所占比例来说，也是北方高，

南方低。在辽吉黑大部、内蒙东部、河北、山东西北、新疆喀会地区，刘姓一般佔
当地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其覆盖面积佔了总国土面积的12.1%；在青海以东、浙

江以西的大批南北地区，刘姓的分佈频率在4.2-7%之间，其覆盖面积占了总国土

面积的38.6%；在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广东中部、海南南部、云南

西南、四川西端、青海东部、新疆西部地区，刘姓分布频率在1.4-4.2%，其覆盖面

积佔了总国土面积的21.5%；在其他地区，刘姓分佈频率不足1.4%，其覆盖面积佔
了总国土面积的27.8%。  

据研究，刘姓族人的血缘遗传呈现以下特征：刘姓人口中以O型血为主，约

2039万，佔刘姓人口的31.6%；其次是B型，有1963万人，佔刘姓总人口的30.4%；

再次是A型，有1835万人，佔刘姓总人口的28.4%；AB型只有619万，佔9.6%。刘

姓族人的血缘遗传呈现以下特征：刘姓人口中以O型血为主，其次是B型及AB型。

五、郡望堂號

（一）、郡望：

据有关史料记载，刘姓郡望达25个，其中有名的有18个。彭城刘隗家族、南

阳刘瑾家族、诸城刘墉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至於开辟大汉帝国的沛县刘

邦家族就更不用说了。 

1. 彭城郡：西汉的时候设立，当时将楚国改为彭城郡，后又改为彭城国， 

        治所在彭城。此支刘氏是汉高祖的后代。  

2. 沛郡：    西汉时置郡，治所在相县。相当于今安徽、河南等地。  

3. 弘农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弘农。此支刘姓开基始祖为汉时刘贾。

4. 河间郡：汉初置郡，治所在乐城。此支刘姓开基始祖为东汉章帝之子河 

         间王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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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山郡： 汉时置郡，治所在卢奴。此支刘姓多出自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

6. 梁郡：   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咀阳。此支刘姓为汉文帝之子刘文所开基。

7. 顿丘郡：西汉、西晋两次置郡。此支刘氏多出自匈奴刘氏。  

8. 南阳郡：战国时置郡，治所在宛县。此支刘姓开基始祖为西汉长沙定王刘发。 

9. 东平郡：汉晋置郡,治所在无盐。南朝宋改称东平郡。此支刘氏，其开  

         山基始祖为汉宣帝第四子东平王刘宇。 

10. 高密国：西汉置国，治所在高密。此支刘氏为广陵王之子刘宏所开基。 

11. 竟陵郡：西晋置郡，治所在石城。此支刘氏为后汉刘焉所开基。  

12. 河南郡：汉置郡，治所在洛阳市东北。此支刘氏出自匈奴族刘氏。  

13. 尉氏县：春秋时郑国尉氏邑，秦时置县。此支刘姓开基始祖为东汉章帝 

                  十一世孙刘通。  

14. 广平郡：汉置郡，治所在广平。此支刘氏出自西汉景帝之孙刘苍之后。  

15. 丹阳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宛陵。此支刘氏为临怀刘氏分支，起开山始 

                                祖为东汉光武帝刘秀7世孙刘会。  

16. 广陵郡：西汉改江都国置广陵国，治所在广陵。东汉改为郡。此支刘姓 

                                开基始祖为汉宣帝广陵王刘胥。 

17. 长沙郡：战国时置郡，治所在临湘。此支刘姓开基始祖为长沙定王刘发。  

18. 临淮郡：汉武帝时置郡，治所在今安徽。此支刘姓，其开基始祖为东汉 

         光武帝刘秀六世孙晋永城令刘建。 

19. 高平郡；

20. 东莞郡；

21. 平原郡；

22. 琅邪郡；

23. 兰陵郡；

24. 东海郡；

25. 宣城郡；

26. 南郡；

27. 高阳郡；

（二）、堂号：  

彭城堂（这是刘氏使用最普遍的堂号，因为彭城刘氏其源出西汉皇族，时间较

早，人口、支脉较多，影响较大，因此被刘氏看作是郡望堂号的正宗）。

豢龙堂、藜照堂、“弘农”、“沛郡”、“河间”、“中山”、“梁郡”

、“顿丘”、“南阳”、“东平”、“高密”、“竟陵”、“河南”、“尉氏”

、“广平”、“丹阳”、“广陵”、“长沙”、“临淮”、“敦睦”、“敦本”

、“天录”、“再思”、“树德”、“守三”、“青云”、“传经”、“五忠”

、“恒德”、“庆元”、“怀贤”、“墨庄”等。

（三)、排行：

刘姓家族有其排列有序的字行辈份，据刘祥澍所修《刘氏族谱》载有清代江苏

刘姓一支辈份字行为：“祥瑞肇英贤，明良继仁孝。”清光绪年间刘一诚所修《刘

氏宗谱》载有（今徐州）。刘姓仲盛公一支辈份字行为：“寿福永彦仲，伯仁义尚

若，余洪继应一，启世道昌从。”老家（江苏灌云）辈分字：廷加福禄连达。

六、名人精粹  

刘邦：即汉高祖，沛县丰邑（今江苏沛县）人。秦末时陈胜起义，他在沛县

聚众三千人响应。后受楚怀王之命与项羽分兵入关，公元前206年攻占咸阳，被项

羽封为汉王，与项羽展开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之后得胜，建国称帝，国号汉，定都

洛阳，后迁都长安，史称西汉。  

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字开，是汉文帝的长子。在位时称汉景帝，採用窦

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后因採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

地，引起七国之乱，幸赖太尉周亚夫平定，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在

位十六年崩。  

刘彻：（前156~前87），即汉武帝。西汉武帝。前156一前87年在位。景帝

之子。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法术刑名；颁行“推恩令”，削割据势力；

官营盐铁贸易，平抑物价；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移民屯边，行“代田法”；派张

骞等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破匈奴，设郡县于云南、贵州，将汉朝推向

全盛时期。能诗善赋，原有文集两卷，亡佚。  

刘歆：西汉沛人，古文学派的开创者。所撰《七略》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

一定贡献，刘歆也是我国最早研究圆周率的人之一。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74 ~ ~ 75 ~

刘秀：南阳蔡阳人，东汉开国君主，史称光武帝，公元22年在春陵起兵，加

入绿林军，以恢复汉时制度为号召，联合贵族势力，打败赤眉起义军。建武元年称

帝，定都洛阳。后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 

刘洪：东汉天文学家，山东蒙阳人，所著《乾象历》是我国考虑了月球运动

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

刘备：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中山人，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汉中靖王

刘胜的裔孙。东汉末年曾投靠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后得诸葛亮辅 佐，采用联吴

抗曹策略。于建安十三年大败曹操于赤壁，节节胜利。公园21年称帝，建都成都，

国号汉，与曹魏、孙吴呈鼎足之势。其父子两代称王达43年。  

刘伶：沛郡人，西晋时号称“竹林七贤”之一，曾官至建威将军。  

刘渊：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建立者，西晋末年起兵反晋，称大单于，后改

称汉王。永嘉二年称汉帝，建都平阳。

刘过：太和人，南朝著名词人、诗人。  

刘禹锡：中山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他在哲学上的主要成就

是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学说。著作有《天论》等。  

刘松年：钱塘人，画家，善于作山水画，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家”。  

刘墉：今山东诸城人，清代书法家，官至东阁大学士，与当时的王文治、梁

同书、翁方纲齐名。

刘义庆：彭城人，十六国时宋国著名文学家。有小说集《世说新语》。

刘勰：东莞莒县（今山东）人，十六国时期梁国杰出的文学家、理论批评

家。著有《文心雕龙》，被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巨著。

刘知几：唐代彭城人，杰出的史学家，所著《史通》为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

的专著。

刘鄂：江苏丹徒人，清代小说家，著有小说《老残游记》。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

刘安编写《淮南子》

训诂学家刘熙；

东汉有书法家刘德升；

三国时魏有哲学家刘劭；

魏晋时有数学家刘徽；

西晋有将领、诗人刘琨，

东晋勇将刘牢之；

学者、文学家刘峻；

隋代经学家刘炫、刘焯，

农民起义领袖刘元进；

唐代理财家刘晏，

诗人刘长卿，

散文家刘蜕；

北宋史学家刘恕；

金国有文学家刘迎；

元代有学者刘因，

红巾军首领刘福通；

明清时代农民领袖刘通、刘六、刘七，

画家刘钰，

诗人刘体仁，

现代有诗人刘大白，

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共产党员刘胡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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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歷史傳說：

帝尧苗裔——刘姓的主源 

神农氏(首都淮阳)末期，今河南新郑出现一个强大汉语部族少典氏(有熊氏)，

后来该部族由于黄河洪水西迁到今甘肃天水。同时，在今洛阳至华山一带则居住着

原始汉语部落有蟜氏。今岐山南部的渭水支流姜水居住着原始汉语部落有牛氏。有

牛氏与有蟜氏婚姻繁衍成炎帝部落。有熊氏娶有蟜氏，生黄帝于姬水(天水)。 

黄帝长大后与他的前辈伏羲一样，受肥沃的中原吸引，离开故地，向东发

展，到达今黄陵县。后沿洛水南下，在今大荔县朝邑一带渡过黄河，又沿着中条

山和太行山西麓向北，最后沿着桑干河走出山岭，在今河北北部涿鹿、怀来境内

的平原上定居。炎帝八世孙榆罔氏率共工、四岳沿渭水向东迁徙，沿着黄河南岸

到达今山东境内，又从山东渡河北迁，与黄帝部落相遇。两个亲缘部落为争夺霸

主，在汾河下游的阪泉地区发生激战。炎帝被打败，归服了黄帝，以两个部落为

基础，华北平原西部、汾河平原南部、渭河平原东部的诸多远古汉语部落逐渐融

合成华夏族。 

这时原居山东的东夷首领蚩尤西进，原居淮南的三苗(苗瑶先祖)首领夸父也北

进中原。东夷与三苗结成联盟，蚩尤任盟主，共同对付华夏族。公元前2700年，

华夏族领袖黄帝在河北省涿鹿县大败蚩尤夸父联军并杀之，蚩尤部下抢得蚩尤尸

体，秘密归葬濮阳西水坡，称“帝丘”。联军残众向冀州撤退，黄帝穷追不舍，

东夷、三苗(九黎氏)仓皇渡黄河南逃。三苗南退长江中游，东夷东退泰山，华夏族

占领河南大部，定都新郑。经过与东夷文化之交流，黄帝的史官仓颉创制了适合

汉语特点的文字——汉字。后世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 

据《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祁、姬二姓均出自

黄帝。其中，黄帝正妻嫘祖生两子：长子玄嚣(青阳)，被分封，居住在江水；次子

昌意，也被分封，居住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名叫昌仆，生下高阳。

黄帝死后，由孙子高阳继位，即颛顼帝。颛顼出身于黄帝集团而抚育成长于东

夷，是东西两大集团交融的象征。颛顼的后裔舜在东夷亲戚家长大，成了有虞氏

首领；颛顼的儿子娶四岳为妻，生下祝融氏，被封在河南新郑；颛顼的外孙皋陶

住泰山一带，皋陶与儿子伯益都先后成为东夷族的领导者。颛顼都帝丘，死后亦

葬于帝丘。颛顼死后，侄子高辛(玄嚣的孙子)继位，即帝喾(帝俊)。帝喾的四个老

婆生了四个儿子：娵訾氏女常仪生挚，陈锋氏女庆都生尧，有邰氏女姜嫄生弃，有

娀氏女简狄生契。挚被派往曲阜，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昊族(该族分两支，原支

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的文化，因此称为少昊。契被

派往滦河以东驻守边疆统治当地的东夷部落—有娀氏部落。弃被派往陕西武功县驻

守边疆统治当地的炎帝部落—有邰氏部落。 

颛顼时代，太行山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那块石头上，

一会儿，整座山岭全变成了红色。后来人们将这座山岭叫丹岭(顺平县城西10公

里伊祁山)，文人都将它写成丹陵。那滴鲜血，竟孕育成一个婴儿。婴儿第一声啼

哭，正巧来采药的陈锋氏(原居宝鸡,后来主要一支迁移到河南淮阳,次要一支迁移

到河北保定)女听到，陈锋氏抱回家中抚养，取名庆都。庆都十三岁时养母陈氏病

故，就一人在丹陵山上的小茅屋生活。山下伊祁长孺夫妇可怜她收为义女。帝喾母

也姓陈锋氏，命帝喾纳庆都为第三妃，封伊祁长襦为伊祁侯。庆都怀孕后，回娘家

于甲申年生下尧。尧从母姓，姓祁(伊祁)。尧年轻时，尧就以擅长制作陶器在远近

部落中著名。尧身材高大，面色如蜡，长着彩色的八字眉毛，眼睛中有3个瞳孔，

头发特别长。 

帝喾看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便把尧封为唐侯(唐是大的意思)，从此尧又被称

为“陶唐氏”。唐侯的封地在刘邑，于是尧成为管理强大的刘氏族的首领，而刘氏

族以前的首领一方面佩服尧的才干、甘愿让贤，一方面迫于天子帝喾的威严也不得

不让贤。尧20岁时，接替帝喾当上了中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尧有10子，其中第

九子继承源明(监明)，号丹朱，继承了陶唐氏族首领职位，继续住在刘邑。尧当上

天子后，为便于统治天下，统治也为了首都免受洪水威胁，将首都从帝丘迁到平阳

(今山西临汾)，所以平阳留下了很多尧的遗址。尧的封地刘邑的人仍然大部分居住

在原地，没有跟随尧到首都去当官。尧命令臣子羲氏、和氏制定历法，教给民众从

事生产的节令。另外命令羲仲，住在郁夷，恭敬的迎接日出，并详细安排春季的耕

作。又命令羲叔，住在南交，详细安排夏季的农活儿。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土，

恭敬的送太阳落下，有步骤的安排秋天的收获。又命令和叔，住在北方幽都，认真

安排好冬季的收藏。后来，尧老了，认为儿子丹朱的德行，做刘邑陶唐氏族首领还

可以，但做天子就不够了。出身炎帝四岳的大臣向他推荐了鲧。榆罔氏之后，炎帝

部落演化为共工、四岳、氏羌三大支。共工为九州姜戎的共主，发展于今豫东北及

冀南地，曾与颛顼争帝。共工女嫁与颛顼儿子骆明(黄帝系)，生鲧(姓姒)，鲧被封

汶山石纽(今四川省北川县)，娶有莘氏之女修己为妻，生下禹。鲧后来东迁，返回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78 ~ ~ 79 ~

中原，被尧封于崇(嵩山)。后鲧因治水失败丧失了继承天子的资格。后来四岳又推

荐了虞舜。虞舜是个盲人的儿子。虽然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舜

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把家治理得很好，这说明虞舜具有非凡的品

行。为了考察虞舜的德行，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以从两个女儿身上

观察他的德行。舜让她们降下尊贵之心住到妫河边的家中去，遵守为妇之道。尧认

为这样做很好，就让舜试着担任司徒之职，谨慎的理顺五伦之德，人民也都遵从不

违。尧又让虞舜参与百官的事，亦有条不紊。又让他在明堂四门接待宾客，四门处

处和睦，从远方来的宾客都恭恭敬敬。尧又派舜进入山野丛林大川草泽，遇上暴风

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正月初一，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尧帝在位长

达98年，于辛巳年去世，享年118岁。尧逝世后，三年服丧完毕，舜把帝位让给丹

朱，自己躲到了南河的南岸。部落首领前来朝觐的不到丹朱那里去却到舜这里来，

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却来找舜，歌颂功德的，不去歌颂丹朱却来歌颂舜。舜说“

这是天意呀”，然后才到了京都，重登天子之位。

劉姓的圖騰

刘姓是中华民族先民中的一支氏族，认识和感悟到“刘”这种工具的神圣作

用和赫赫威力，于是便用“刘”来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开始对它顶礼膜拜起来。久

而久之，刘便成为这支氏族区别于其他氏族的血缘徽记，并逐渐得到了其他氏族的

认同。刘姓的图腾如下：

刘姓在中国历史上，共有22个帝国，71个皇帝，统治时间达674年之久，现详

细列表于下：

朝代（或国）名    始末年限   帝王数 统治年数     开国皇帝

1、（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8   15帝    215年  刘邦

 2、更始皇朝 23-25    1帝    3年   刘玄

 3、刘望汉帝国 23-23    1帝    1年   刘望

 4、刘子舆汉帝国 23-24    1帝    2年   刘子舆

 5、建世皇朝 25-27    1帝    3年   刘盆子

 6、刘永梁汉帝国 25-27    1帝    3年   刘永

 7、刘文伯汉帝国 25-37    1帝    13年   刘文伯

 8、（东）汉 25-220    14帝   196年  刘秀 

9、 （蜀）汉  221-263    2帝    43年   刘备

10、神凤汉帝国  303-303    1帝    1年  刘尼（丘沈）

11、（前赵）汉  304-329    5帝    26年   刘渊

12、刘芒荡汉帝国  309-309    1帝    1年   刘芒荡

13、刘显帝国  351-352    1帝    2年   刘显

14、刘黎帝国  389-389    1帝    1年   刘黎

15、（刘）宋  420-479    11帝   60年   刘裕

16、刘没铎帝国  577-577    1帝    1年   刘没铎

17、定杨帝国  617-620    1帝    4年   刘武周

18、（桀）燕  911-913    1帝    3年   刘守光

19、（南）汉  917-971    4帝    55年   刘岩

20、（后）汉  947-950    2帝    4年   刘知远

21、（北）汉  951-979    4帝    29年   刘晏

22、（刘）齐  1130-1137    1帝    8年   刘豫

总计：22国      71帝    674年  

注1、西汉15帝：汉高帝 刘邦、汉惠帝 刘盈、汉高后 吕稚(太后称制)、汉少帝刘恭、汉少帝 

刘弘、汉文帝 刘恒、汉景帝 刘启、汉武帝 刘彻 、汉昭帝、刘弗陵、昌邑王 刘贺、汉宣帝 刘询、

汉元帝 刘询、汉成帝 刘骜、汉哀帝 刘欣、汉平帝 刘衍、孺子 刘婴。

汉

帝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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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东汉 14帝：汉光武帝 刘秀 、汉明帝 刘庄、汉章帝 刘炟、汉和帝 刘肇、汉殇帝 刘

隆、汉安帝 刘祜、汉少帝 刘懿、汉顺帝 刘保、汉冲帝 刘炳、汉质帝 刘缵、汉桓帝 刘志、汉灵帝 

刘宏、汉后少帝 刘辩、汉献帝 刘协。

注3、蜀汉2帝：汉昭烈帝 刘备、汉后主 刘禅。

注4、十六国 汉（前赵）5帝：（汉）光文帝 刘渊、（汉）昭武帝 刘聪、（汉）隐帝 刘粲、

（前赵）刘曜。

注5、南北朝 南朝 宋11帝 ：武帝 刘裕、少帝 刘义符、文帝 刘义隆、太子 刘劭、孝武帝 刘

骏、前废帝 刘子业、明帝 刘彧、后废帝 刘昱、顺帝 刘淮。

注6、五代十国：南汉4帝(917年-971年)：高祖 刘岩 、殇帝 刘玢 、中宗 刘晟 、后主 刘

鋹；后汉2帝（947-950）：高祖 刘知远、隐皇帝 刘承佑；北汉4帝(951年-979年)：世祖 刘

旻、睿宗 刘钧、少主 刘继恩、英武帝 刘继元

关姓在现今中国姓氏人口排列位于第153位，关姓起源主要有三。

一是源自颛顼帝的后裔关龙氏。颛顼帝是黄帝的孙子，有圣德，为五帝之

一。帝舜时，颛顼的后裔董父为舜养龙，被赐为豢龙氏。上古时豢与关二字互相通

用，所以豢龙氏又写作关龙氏。到夏朝末年夏桀在位时期，荒淫无度，不理朝政。

大夫关龙逢苦苦劝谏，反被杀害。后来关龙逢的后人把姓简化为关氏，并尊关龙逢

为关姓的始祖。夏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河南、山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夏朝的国都

曾设于安邑，亦即现在的山西省夏县北方。据说，关氏的始祖关龙逢，便是当时的

安邑人。换言之，关氏家族的发源地也就在这里。二是春秋时期关尹喜的后人，以

官名为氏。关尹即守关的关令。春秋时期老子见周王室衰败，欲离开周地西游，走

至函谷关时，负责守函谷关的关尹喜非常景仰老子的学问，再三请求老子为其著

书。老子就写了《道德经》，阐述了其哲学思想。传说喜将此书传播于世后，也随

老子成仙而去。喜的后人就以其官名为氏，称关氏。据说，这一支关氏主要是繁衍

于山东、江苏的交界之处。三是一些少数民族改姓为关。如清朝满族姓氏瓜尔佳氏

和乌扎拉氏的后人有改姓为关的。如嘉庆年间延绥镇总兵关腾，为镶黄旗瓜尔佳

氏。道光咸丰年间黑龙江副都统关保，为正黄旗乌扎拉氏。 

春秋时期有郑国大夫关其思。关氏子孙到三国时期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

物——关羽。根据目前见到的一些关氏族谱记载，三国蜀汉大将关羽，字云长，

本字长生，为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人，是夏代忠臣关龙逢第二十七世

（一作三十七世）后裔。关羽的祖父关审，字问之，号石磐，深谙《易经》、《春

秋》。关羽的父亲关毅，字道远。关羽作为忠、义、勇、武的代表，受到中国人普

遍崇敬，关羽本人也被神话，与孔子共尊为“文武二圣”。后世的关姓人也都骄傲

地称自己是关羽的后裔。关羽的后裔在史书中记载不详。《三国志》中提到魏灭蜀

汉后，将关公的子孙全部杀死。然而依照现存的关氏族谱记载，关羽、关平父子于

麦城兵败被杀后，关平之妻赵氏带着八岁的儿子关樾，在安乡避难，改姓为门。直

到西晋灭吴后赵氏才带儿子出来恢复关姓。清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确定由

关樾一支后裔世袭五经博士。关羽另一子关兴，在蜀汉时任侍中，为诸葛亮所器

重，惜早卒，遗有两子关统和关彝，因为嫡子关统无子，所以由庶子关彝承袭爵

位，成为关公后裔的一大宗派。至北魏时期，关羽的后代关朗，精通经史，为魏

孝文帝所器重。此后还有一支关羽后人向南迁移至今湖北江陵一带定居下来。西晋

末年关姓又有一支从山西迁至江苏定居。南朝宋有名儒关康之，精通经史，著作甚

丰，其祖籍为河东杨县（今山西洪洞）人，后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唐朝五代时，关姓已经主要分布在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江苏

等地。据《旧唐书》记载关羽后裔关播，字务先，在唐朝德宗时担任检校尚书右仆

射（相当于宰相）的官职，其祖上即从山西迁入河南。五代时有著名画家关仝，长

安（今陕西西安）人，擅画山水。 

至宋代末期，关姓又出了一位著名人物关汉卿，号已斋叟。约生于金末，卒

于宋亡（1279年）之后。他是元代戏曲奠基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安国(今属

河北)人，一说大都人。一生所作杂剧60余种，现存《窦娥冤》、《救风尘》、《

拜月亭》、《望江亭》等十三种。塑造了窦娥、赵盼儿、王瑞兰、谭记儿等多种妇

女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流传至今而不朽。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就有关姓将士入台驻守，后定居于当地。清

政府统一台湾后又有不少关姓人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迁居台湾。现在关姓子孙

已广泛分布全国各地，并流播海外。 

祖地今日

[新郑]位于河南省中部，北靠省会郑州，距郑州市38公里，是中原商贸城郑州

市的卫星城市，居河南省经济发展核心区。全市总面积873平方公里，总人口60万

人，城镇人口15万人。农业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小麦。养殖业有生猪、禽、蛋

等。新郑红枣非常有名。工业有机械、电力、建材、化工、烟草、食品加工等行

业。新郑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出生、建都之地，也是众多姓氏的祖地。春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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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的郑、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500多年。因此新郑被中国古都学会命名为“中华

第一古都”。主要旅游景点有轩辕故里、郑韩故城、始祖山文化游览区、新郑博物

馆、欧阳修陵园等。郑韩故城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另有风台寺塔，唐户遗址，华

阳故城、裴李岗文化遗址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關於劉姓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報告有哪些？

张姓的起源，可以推溯到远古传说时代。1999年我国在昆明举办“世界博

览会。”世博会内立了《源于河南的姓氏》碑。其中，第三位便是“张姓源于濮

阳”。根据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汇编的《河南·大姓的故乡》地图显示：当

前使用频率最高的100个大姓中，有73个源于河南。其中张姓、姚姓源于濮阳。

根据1、史实依据。2、文物遗址。3、族谱记载。4、依据当代研究成果。 

1、出自黄帝之后挥。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子少昊青阳氏

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又据《元和姓纂》所载：“黄帝第

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由上这两条

史料的记载可看出，曾经是重要武器弓的发明者挥，其后有以张为姓氏的。 

张姓图腾这一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张姓，因挥住在尹城国的青阳，亦即清

阳，清阳在清河以南而得名（今河北清河县东）。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是为河

北张氏。 

2、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夫解

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又载，张氏世仕晋，公元前403年韩、

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除部分留在原地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而迁移。其中，

以迁居韩国的张氏影响较大，历代都有入朝为官的。韩国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

南），后南迁宜阳（今河南宜阳县韩城），又迁阳翟（今河南禹州），最后迁至郑

州（今河南新郑）。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后迁中牟（今河南鹤壁市

西），最后又迁邯郸（今属河北）。魏国始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大梁

（今河南开封市）。是为山西、河北、河南之张氏。 

3、出自赐姓或他姓、他族改姓。据《读史方舆纪要》所载，世居云南的南蛮

酋长龙佑那，于三国时被蜀相诸葛亮赐姓张，以后其子孙便以张为氏。魏国大将张

辽本姓聂，后改为张氏，世居雁门。

關於趙姓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報告

宋代编写的《百家姓》将赵姓列为全国首姓，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国姓，实

际上以人口和望族排列并非如此。据专家考证，赵姓是当今中国的第七大姓。赵氏

出自蠃姓，与秦国蠃姓同祖。赵氏的祖先是伯益，具体始祖是造父。伯益是夏朝东

夷族首领，蠃姓各支的嫡系祖先。伯益的9世孙造父，是西周时着名的驾驭车马的

能手，传说他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骏马，调训好以后献给周穆王。周穆王配备了上

好的马车，让造父为他驾驶，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西行至昆仑丘，见到西

王母，乐而忘归，正在这时听到了徐国徐偃王造反的消息，周穆王非常着急。在关

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镐京，及时发兵，平定了叛乱。由於造

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将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县北）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称

为赵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姓的祖先是蜚廉，蜚廉有二子，一曰恶来，恶来之后

为秦；二曰季胜，季胜之后为赵。季胜的曾孙就是造父。造父六世曰奄父，为周宣

王御。奄父生叔带，因周幽王无道，离开周王室去晋国，为晋文侯御，这样，赵氏

便进入晋国，他的后世事晋为大夫。周威烈王时，与韩、魏分晋，列为诸侯，开国

君主赵烈侯（名籍）是晋大夫赵衰的后代，建都晋阳，后迁都邯郸，战国时为七雄

之一。赵姓归於以国名为氏的一类。赵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秦代，河北

正定人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於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郡，建立

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南越王。此后，赵佗的子孙繁衍於今广

东、广西一带。唐高宗总章年间，中原人赵端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辟漳州。

五代时，河南上蔡人刘龙天在广州建立南汉，洛阳人赵光裔、光逢、光胤兄弟三人

因此而在南海安家。元兵攻陷杭州后，南宋末代皇帝帝迁於崖山（在广东新会县南

大海中），不久兵败，帝沉海而亡，南宋宗室赵氏散逃至澎湖，潮阳等地，后在

闽、粤一带发展繁衍。从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赵氏陆续有人迁居台湾，后又有

不少人移居海外，分布於欧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由於秦汉以来，尤其是唐

宋以后，赵氏遍布江南、岭南各地，加之南宋赵氏政权统治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

河山长达150多年，所以，目前赵姓在南方人中所占比例较高。赵氏不仅是汉族大

姓，而且在长期多次的民族大融合中还有不少人融入北方的匈奴族和南方的一些少

数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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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與三藩市龍岡親義公所簡介
趙錚錚

十九世紀中葉，華人接踵來美。由於謀生非易，競爭激烈，為團結互助，禦

侮圖存，以低於及姓氏組織之團體，紛紛成立。我劉、關、張、趙四姓前輩，效四

先祖桃園結義，古城聚會之精神于一八七五年，在三藩市布魯崙里四號建一龍岡古

廟，翼年正月入伙。廟內塑奉四先祖及諸葛武侯神像。雖屬廟宇形式，實為美洲各

地龍岡組織之源起。

一八九五年，四姓前輩先後組織龍岡公所及睦親公所（後改為親義公所）。

兩者相輔并行。一九〇六年三藩市大地震，古廟傾圮。龍岡昆仲乃集資于一九一〇

年構建市德頓街一〇三四號樓葉，是為龍岡樓。一九二四年親義公所與龍岡公所聯

合承購的板街九二四號之樓，名為名義樓。一九二五年加建一層為大禮堂。

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全美代表大會在羅省召開。會中通過龍岡公所與親義公所

合併為“三蕃市駐美龍岡親義公所。”時人以所址在三藩市，故稱之為“美國龍岡

親義公所，”或以其統轄全國分公所，故又稱之為“美國龍岡親義總公所”。兩者

皆有所本。

一九四八年全美龍岡公所第二季代表大會于紐約。會中決議成立美洲龍岡親義

公所，並通過名稱統一案，設於三藩市的公所便正式定名為“美國龍岡親義公所”。

一九六六年名義樓失火，損失慘重，其後因續批問題與商戶纏訟多年至一九

六九年開始解決。同年八月召開第七次年會，決議批；批與陳宣遠建築師興建。唯

部分昆仲不滿，逐提訴訟，如是又纏訟數年，至一九七九年將樓收回自用。

同年二月總公所組名義樓研究發展小組，後改為重修委員會，向三藩市聯邦

貸會借得九十八萬元，于一九八一年二月開始重建至八墾親大會暨美國總公所重建

會所落成開幕雙慶大典，場面壯觀。

一九八六年五月，總公所以處理地方性事物日繁，而兼分公所職務權責混

淆，易生困擾乃于執、監委聯席會議中通過決議，籌組分公所。經過數月籌備，終

於同年十月十八日宣布恢復成立三藩市龍岡親義公所，自此各司其職。

一九九九年總公所通過購樓案，經購樓小組積極物色，終於二〇〇一年購得

位於三藩市第十六街二九三七號之樓業。樓下商店，樓上四伙柏文，計價五十四萬

九千元，樓業收益，對財政大有幫助。

總公所為獎勵優秀四姓學子，自一九七七年起，設置獎學金，頒給全國品學兼

優的大學、高中和初中學生。一則激勵其學業進步，二則增加其對龍岡認識。總公

所對祀祖神誕，春宴和節慶等項均與三藩市公所合辦，彼此合作無間，相得益彰。

三藩市公所自于一九八六年十月恢復成立後，會務不斷推展。入會人數不斷

增加，如今正是會員已逾一千七百人。

逢四先祖神誕，均辦慶會。為照顧年長昆仲，每月撥給名義寄盧一千元，作

為福利津貼。每年九月舉辦敬老日與耆英餐聚聯歡，贈與紅包，並有節目祝慶，發

揮敬老尊賢精神。

屬下之婦女部，青年部和康樂部，成員都熱心服務，負責盡職，常辦多項活

動，有益身心，增進情誼。

樓業部對樓業之維修，克盡職責。為符合市府新例，公所于一九九三年成立

防震工程小組，幾經籌劃招商施工，終于一九九九年元月完成全部加固工程。九八

年四樓全部換新硬木地台，九九年內部髹漆，改換自動型廁所，更新騎樓大簷篷，

如是樓業煥然一新，堅固美觀，遠勝往昔。

公所常參與其他僑社活動，對慈善捐款，慷慨樂助，充分發揚龍岡精神。

座右銘：

“定人如我難為友，到處放手好捉棋。”

   註：“到處”是指“適當的時候”			

	 	 	 	 	 	 ——陳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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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龍岡親義公所史昭

(一)本公所成立來由

龍岡團體是由劉、關、張、趙四姓人士共同組織的。四姓結盟的來源是：早在

一千七百多年前(公元二二一年)的東漢末年，天下紛亂，奷偽蜂起，争權割據，背叛

朝廷，我聖裔皇叔劉備，關羽與張飛三公，以匡扶漢室，拯救蒼生為職志，在桃園結

義，誓共生死，同心協力，起義救國；其後又在古城與趙雲重聚，情同手足，義薄雲

天，此乃桃園結義與古城會的歷史故事，千古年傳為美談。及至清朝，廣東開平單

水□埠，由草步鄉劉族有一轄地，勢若蟠龍，中把一小岡，好像龍頭向空昂起，相博

龍氣所鍾，因此稱它為龍岡、但當地劉族人少，常為強鄰覬覦，劉族乃邀集劉、關、

張、趙四姓人士，興建詞廟於岡上，名之為龍岡古廟，這是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

的事。其後果然香火鼎盛，從此就發展起來。

(二)成立經過及演變

追溯我中國人來美移居至洛杉磯，始自一八六二年，那時因美國要召募勞工

來建築西部至洛杉磯的鐵路，於是我來美的劉、關、張、趙四姓兄弟與別姓同胞紛

紛應徴湧入滘杉磯，聚居羅省街(原稱黑人巷)，因華人聚居日衆，遂遂渐漸形成為

一個華埠。由於羅省街各種族聚居，人事複雜，種族之間時發生毆打喋血事件，我

四姓兄弟，為要生存，自衛，與聯誼，遂於一八七○年組成羅省龍岡公所，及至一

九二八年，美洲龍岡公所第一屆懇親大會，通過將龍岡、親義、或睦親等公所，合

併改稱為羅省龍岡親義公所。

迨至一八八七年，華埠發生火災，羅省街被夷為平地，本公所無法倖冤。經

過此場祝融災難後，本公所便遷往新華埠(現時的聯合火車站)，其時新華埠約有華

僑七千多人，可算繁榮了。

(三) 本公所籌建新會址

一九四五年，法院判將此新華埠選為聯合火車站的地點；本公所為末雨綢繆

計，遂在北百老匯街的現址，興建二層樓建築物，無奈因世界第二次大戰，政府統制

物資，不得一暫時停工，等到一九四八年物資解禁後繼續施工，終於翌年夏季，全部

工程完竣。本公所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曰舉行新樓落成典禮，當時各埠的四姓代表也

應邀参加，晚上分別假座金城、大星、石塘仙館、翠花樓、萬香等酒家宴客，赴宴者

干餘人，嘉賓雲集，盛況空前！

張相堂

(四)本公所新會務發展

本公所同人為適應當時的需求，特發展下列的革新會務：

 (1)擴大內部組織。龍岡公所内部組織，分理事會與監事會，轄統名義

軒，於—九五○年並增添婦女部，此舉是開僑社有婦女部組織之先河。本公所的

主席及監察委員選任辦法，一九七六年起，由四姓順序輪流選任正主席及監察委員

長(卸任後，正主席任顧問，四年後，如遇有空缺，晉升監督，四年後稱元老)。其

餘三姓揠任副主席：並設有福利組、聯絡組、青年部，及附設三個委員會：1、樓

業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本公所的產業。2、獎學金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八○

年，當時曾以幸運抽獎(獎品是一部汽車)的方式籌募基金。3、慈善委員會。本公所

於一九六四年向加州政府立案，—九八四年復申請登記為非牟利機構。

 (2)增加例行性活動。本公所每月均舉行一次例行性活動。如每月召開

一次理監事暨名義軒聯席會議，商討各項會務進行，以及社會福利公益事業之

推動；其他的例行性活動，多以發揚中華文化，相灌輸倫理觀念的意義為主。例

如：農曆新年，除夕，及春節都舉行宴會聯歡。慶祝雙親節、感恩節及四先詛的

寶誕、慶祝建樓紀念等節日必舉行祭祖及茶會。一九六二年起，又增加四月四日

舉行的世界龍岡日的祭昶活動 (四月四日含有四姓一家，四海一家的意義)。每次

舉行上逃的例行性活動時，都有遊藝，或瑞獅助慶。如每年的春宴，自一九五六

起，我們都在禮堂搭戲台，上演粤劇，以娛大衆，惟近年改為民族舞蹈，和歌手

以卡拉OK伴唱。

 (3)瑞獅與國術。這是青年男女會員的健身與聯誼活動。名義軒的瑞獅

團，由於歴年得到來自祖國的武藝高強的宗親師父的頷導，使瑞獅團生氣蓬勃，轟

動僑社，名滿天下。本公所或僑社有什麼慶典時，瑞獅團都派岀瑞獅助慶：每年在

春節期間，我們部應邀義務為中華學校籌募經費，而沿途採青賀年，又可繁榮商

業。我們從事此善舉四十年來從未中斷效力。現在我瑞獅團的國術訓練，是義務教

導的，不收任何費用：逢星期五晚在本公所禮堂訓練，來學者以青年學生居多。

 (4)合唱團。每逢星期五日上午十時卅分至十二時，在本公所醴堂練

習，並以卡拉OK伴唱。

 (5)參與外埠集會。各地龍岡親義公所如有什麼慶典，我們必組團前往祝

賀，尤以參加美洲龍岡及世界龍岡召開三年一度的懇親代表大會為然。

 (6)參與出版季刊。為求溝通各地龍岡公所的消息，本公所於一九五六年響

應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創辦龍岡季刊，迄今該季刊已出版至第一百五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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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們美洲的四姓兄弟曾於一九六○年發起組織「世界龍岡親義總會」，

簡稱「世總會」址初設在香港，一九六八年遷往台北，後來(一九七二年)才搬進自諠

的會址裡。台北市長安東路百幅大廈四樓全座。「世總」轄下的龍岡單位，全球現有

一百四十七個，宗親人數三百多萬人，佔華僑人口七分之一。

 (8)参與籌建學校。我們為響應「世總」的號召要在香港設立所龍岡中

小學，復得港府配地興建校舍，逡於一九七七年先後開辦了。龍岡小學位於香港柴

灣漁村，校舍樓高七層，龍岡中學位於九龍界限街。

(五)本公所歷屆的主席

本公所的會務，固然要靠大家的努力，始能發展，然而亦費了各位顧問、監

督、元老、暨各級職員不少的心思，但主席的功勞，也不可抹煞的，茲將其芳名舉

列於下。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曾任本公所正主席一職而又有冊籍可查者計有：張輝

培、趙帝培、張喜洲、劉賢納、關榮桂、張子峄、劉儒潑、劉彼得等 (上迹有連任

數屆者)。

自一九六七年起，正主席一職，由四姓輪流選任，茲將其芳名表列於下：

劉尊拔(1967)，關兆聰(1968)，張培達(1969)，趙偉康(1970)，劉儒鉅(1971)，

關添錦(1972)，張如灼(1973)，趙持英(1974)，劉振徉(1975)，關炳強(1976)，

張灼意(1977)，趙華育(1978)，劉    子(1979)，關勳錫(1980)，張廷威(1981)，

趙達湛(1982)，劉希源(1983)，關崇律(1984)，張蓀甫(1985)，趙子襄(1986)，

劉根榮，劉振旋(1987)，關燦仕(1988)，張廣就(1989)，趙尚賢(1990)，

劉振培(1991)，關光振(1992)，張錫藻(1993)，趙泰來(194)，劉識(1995)，

關植漢(1996)，張相堂(1997)，現任主席趙汝逵，副主席劉賢愛，關秉樞，張永中。

(六)結論

縱觀百年來羅省龍岡親義公所的過去，已創下了不少的光榮史跡。但願我四姓

宗人，勿以現狀而躊躇滿志，今後理當再接再勵，秉承先詛「忠義仁勇」的精神，

團結一致，戮力同心，共謀所務的發展，進而為僑社及民族前透而奉獻一份心力!

休斯頓龍岡親義公所

休斯頓龍岡親義公所成立於一九七零年，當時休斯頓經濟蓬勃發展，人口

增長快速，僑社日益壯大，由新老華僑組成之各姓家族團體紛紛成立。鑒於劉、

關、張、趙四姓人士也不斷湧入本埠以求發展，逐由劉維兗、關其衛、關其武、

關其賦、趙慶錦、趙汝錦等數位四姓世長領導組建而成本埠龍岡親義公所，以敦

睦宗誼，溝通訊息，增進四姓團結。當無公所成立之時，不過僅數十位會員，而

今已增長到三百多位會員。目前本公所同仁仍在不斷擴展會務，積極吸收四姓新

苗，以期繼往開來，共創新猷。

本公所每無均舉辦春節聯歡大會，旨在敦睦宗誼，加強聯絡。同時，本公所為

鼓勵劉、關、張、趙四姓子弟勤奮向學，敦品勵行，每年均設有獎學金以資獎勵。

每逢清明節，本公所均為前輩舉行掃墓，以表慎終追遠之意。仲夏來臨之

時，本公所又組織郊遊大會，由四姓宗親，叔伯嬸姆，攜老帶幼共聚一堂，一面

陶醉於大自然之美麗景色，一面分享各家提供之美撰佳餚，共增宗族情誼。

多年來，休斯頓龍岡親義公所因其豐富多彩之各項活動及有目共睹之會員向

心力而享有本埠最團結的宗親團體之美譽，本公所同仁無不為此深感自豪並願與

全球宗親共勉。

座右銘：

“人生不離教育，教育改變人生。”

		 	 	 	 	 	 ——南山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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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wan, 關邦健	2019 President of Houston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in Houston, Texas USA

關邦健會長出生於香港，是休斯頓龍岡親義公所元老關祝年的長子，1962年隨家

人移民來美。他自1970年初便開始進入土地測量這一行業。曾經是德州職業測量師協

會董事會的成員，並在休斯頓社區大學教授測量課程。他擁有著名的土木工程和土地測

量公司“Landtech Inc.”，有一百多位員工。早在1980年代初，他是首位參加考試並獲得

德州測量師資格的華人，更是首位任職於德州測量局的華裔人士，該局的委員是由州長

提名，州議會通過。州測量局委員的職責包括發放測量師執照，監督測量師工作質量，

並執行這一職業的各種法規，協助解決土地擁有權的糾紛等。他多年來不僅涉及土地測

量的技術工作，也為大眾提供了很多土地權的法律問題咨詢。

President Paul Kwan was born in Hong Kong. He is the oldest son of Houston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founding member and past president Tai Jee Kwan. In 1962 the Kwan family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early 1970’s Paul started working in the land surveying profession. He has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the Texas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urveyors. He also was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teaching the legal aspect of surveying. Paul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Landtech Inc. “a 100+ pers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land surveying firm. In the 1980’s Paul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professional land surveyor licensed by examination in Texas. He was also the first and only 
Asian professional land surveyor to serve as a Board Member at the Texas State Board of Professional 
Land Surveying. The position wa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or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enate. The state 
Board regulates and licenses professional land surveyors to protect the residents of Texas and its natural 
resources. In addition to his surveying knowledge. Paul is recognized as an expert witness on land title 
issues and he has provided his expertise on many State and Federal litigations.

2017- Support Relief and Recovery Efforts - Hurricane Harvey Relief Fund. 
贊助哈維災後重建諮詢活動，	風雨無情人間有愛！實際行動溫暖災民的心！	

2018 Honoring Our Veterans -	已故關榮鉅元老，著名葯劑師關振業元老。

龍岡子弟一同出遊，去室外觀賞綠意，自然景觀圍繞渾然天成；大家享受春暖花開，

備感心懭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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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龍岡合唱團於春宴時為大家唱悅耳動聽的多首曲子 2019關邦健榮任會長

2019 Continuous Charity Donation. 
捐善款給需要救助的龍岡家庭及社區位戶。

2019 Raising funds to assist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s training academy to purchase 
equipment and training outfits for their Rape Aggression Defense Systems (also known as R.A.D.)   

芝加哥龍岡親義公所簡史

龍岡社團在美洲的創立，源於三藩市龍岡古廟，距今有一百三十年之久。坐

落於三藩市市德頓街之龍岡公所，迄今也有就是多年。龍岡公所難是劉、關、張、

趙四姓兄弟休戚與共，聯絡感情互相幫助的機構，但大家長期以先主“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之譴訓相勉，至使我龍岡社團在美

洲各地發展，壯大。

芝加哥龍岡公所成立一九二七年。劉、關、張、趙四姓兄弟集資以“義合”

公司之名購買芝加哥華埠南永活街二二二九號兩層連土庫樓宇，以作公所會址。據

查證“義合”之名是取其“正義合群”之道，至今有八十年歷史。一九四五年重新

裝修，還得各兄弟公所及各地世長資助，其芳名上鏡屏留念至今。

礙於歷史條件，加之經濟環境問題，公所會務艱苦發展，經歷五十多年，並無

積蓄。至九十年代，地下鋪租增長，收入增加，擴建後樓。一九九八年後樓擴建落成

誌慶。得各埠世長蒞臨剪彩助慶，熱鬧場面歷歷在目。本公司同仁無不歡欣鼓舞。

此後公所會務，蒸蒸日上。為了跟上歷史潮流，公所管理委員會從新修訂章

程，恢復春宴，而且在春宴中頒發獎學金，敬老金等，宴會甚為高興。

為迎接二零零七年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墾親大會，我們成立了婦女部。連續兩

年春宴，她們積極參與，表現突出。得本公所元老，昆仲及各社團領袖讚賞。祈望通

過這次舉辦墾親大會。聽取各界寶貴意見，總結經驗，使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座右銘：

“學做事，先學做人。”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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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城龍岡公所春宴：海峽兩岸代表同台致辭

龍岡親義公所主席張傑雄致辭，傳遞精誠團結的精神

公所四位主席演唱《中國心》，表達了龍岡親義公所的	

愛國熱情与精誠團結的精神。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洪磊总领事、余鹏副总领事。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何震寰，侨教中心主任王伟赞。伊州国会议员丹尼戴维斯特别代表摩尔(Gerard 
Moorer)，伊州议会众议员马静仪亚裔代表汤信仪，以及大芝加哥地区华联会主席汪

兴无，中华会馆主席黄于纹以及众多侨界友好均出席了当晚的晚宴。

春宴在龙冈亲义公所全体职员整齐，高昂的《龙冈之歌》中拉开了大幕。龙冈

亲义公所主席张杰雄代表公所全体职员向来宾致欢迎辞。他首先代表龙冈亲义的全

体同仁向来宾送去了新春的祝福，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美满，幸福，吉祥如意。

张杰雄主席着重介绍了以“团结，服务”为核心的龙冈精神。他指出，龙冈

亲义公所传承了三国时期刘、关、张、赵“忠义仁勇”、“精诚团结”的精神与作

风，将这样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在美国发扬光大。他表示，龙冈亲义公所的宗旨

就是团结当地侨团，共同服务侨社，为侨社的安定、繁荣、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公所職員與洪磊總理事等中國領事館嘉賓合影

公所職員與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何震寰及嘉賓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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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雄主席希望可以将这样的“精诚团结”精神不断传播下去，早日实现祖国两岸

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洪磊总领事当日应邀发表致辞。洪磊总领事表示，很高兴

与龙冈亲义公所聚在一起，共同庆祝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洪磊总领事肯定了龙

冈亲义公所在团结侨社，服务侨胞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洪磊还指出，龙冈亲义公所

宗亲们多年来关心祖国建设，与祖国同发展、共命运，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身体力

行，精神可嘉。在新的一年中，洪磊总领事祝愿龙冈公所会务昌隆，为团结侨社，

促进中美友好再作贡献。

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何震寰随后也应邀致辞。何震寰处长表示，

龙冈亲义公所是芝加哥历史悠久的著名侨团，传承了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团结、

忠义、相互扶持”的美德，这是全球华人都推崇的美德。何震寰处长指出，看到芝

加哥各界的华侨华人代表都来参加春宴，正是体现了这样“精诚团结”的精神。最

后，何震寰处长由衷的感谢了龙冈亲义公所在过去一年来为团结侨社、服务侨社所

作出的贡献。

舞蹈《燈籠舞》

胡大江演唱《滾滾長江東逝水》

美國屋崙龍岡親義公所興起概略
劉錫籓

溯我屋崙龍岡親義公所之組織，步其他公所之法，秉承四先列團結互助，共

謀福利之龍岡精神，肇基於二十年代而豐盛於當今。其時海運航開，我四姓宗親

謀生於屋崙日漸俱增，但族情捍格，且茫茫大陸，各居一方，講通無門，有見及

此，幾位老前輩發起倡議，籌組會所，使我宗人有機會聚首一堂，敦睦宗誼，互

助互勵，勘酌捐益，與利除敗，意之良，舉之善，倡議一起，賴各昆仲熱忱響應，

大力支持，卒成壯舉。爰于一九二二年在屋崙華埠哈利慎街六一一號組織第一間公

所，取名為『名義軒』旨在聯絡感情，亦作團結自衛。直至一九二四年，衆議嫌狹

小，逐擇六街三一七號木樓樓上為址。一九四二年市府為整飾市容，大闊街道，公

所之舊址適當其銜衝而遭回祿被毀。一九四四年，經老前輩父老再次籌謀，邃購九

街三七九號破爛木樓連地段(即現地址)，圖則繪定，擬即拆卸興建，後因大戰發生

而休。勝利復員，擬再興工復建，但市府建築條例變革,特令此地段要以鋼筋水泥

為根基，這麼一來，建築費更大，而當時籌得之款竟不敷用，當美洲總公所召開第

二屆懇親之時提岀情由報告，幸蒙批淮擴大募捐。於是蒙趙興球世長及長者熱忱，

不辭勞苦，奔走呼號。分頭擴大再次募捐。另一方面，將昔日之圖則改短後座，以

求切合經濟，不足部份，蒙在美國銀行任職之趙興盛世長協助貸款補足，逐於一九

五一年八月廿五曰破土動工。連工包料五萬多元,加上低價七干元,合共用銀六萬餘

元。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一座兩層鋼筋水泥石屎大樓全部建築完成,奠下百年基業。

並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新樓落成開幕，將「名義軒」易名為龍岡親義公所。後又經

市府核准為非牟利機構。一九八四年又将俊座續建。一九八七年，再將公所門口改

向,並添上民族彩色的琉璃名簷蓬。兩層新樓建成以來，下層作商業出租生意，上

層作公共用途。會所廳堂寬敞，明窗通風，陽光充足，空氣流暢。會所雖非輪奐，

祈獲所求。竊思本公所所經過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三遷其址,今日幸有之基業，全托

賴老前輩之心力和勞力,以及全美洲各公所昆仲碩彦賢達鼎力襄助之功績，亦覺桃

園古城結盟之可貴。建所以返來，凡事以總公所為依歸，會務越趨昌盛，舉凡四詛

先寶誕、雙親節、中秋節、感恩節、聖誕節、端午節、春節聯歡等都如期舉行。今

年春宴筵開八十多席,參加人數八百多人，極一時之盛。「創業難，守業更難」，

緬懷前輩之艱苦締造，福澤後輩，全體同仁要繼往開來，同心協力，跟隨時代進

步，發展會務為今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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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德頓龍岡親義公所史略

美國北加州市德頓龍岡親義公所成立於一九二雩年，時埠上我僑移民不多，

且多來自祖國青年，英文水準不高，除了當勞工外，只能經營中式館，家庭式小

雜貨店，洗衣業等小買賣，以時間和勞力，換取僅夠糊口生活，甚是艱苦，週未假

日，妄說什麼娛樂、旅遊、連個宗親族裔聚腳場所都沒有。後因移民日增，胞們為

了團結互助，各姓氏公所、宗親會、同鄉會等團體紛紛成立，於是我劉、關、張、

趙四姓昆仲，發起組織市德頓埠龍岡親義公所。時先賢張理炳、趙龍、趙潮、劉尊

庸、趙宏英及現任公所元老劉源捷等，籌集資金購買Hunter街一舊宅，修楫一新

作為所址。公所終於公元一九二零年成立，從此我四姓父老昆仲週未假日有聚會之

地，四時節日有共同祭祖之所。

事隔五十年後，公所會員日增，會所不敷使用，開會通過決議購買得Market
街現址吉地，自建兩層高的樓宇，底層租出作餐館業，樓上建有阔大禮堂、辦事文

房、貯物室、廚房、前後陽台，足狗一切慶會神誕集合之用。

公所每年運作一向依循龍岡傳統規制，如每年職員選舉、神誕節日、四時祭

祖,均集體行禮如儀，每年新春也舉辦春節聯歡，保持昆仲聯系。一九九七年藉辦

春節聯歡之便，也舉辦了公所成立七十週年紀念，現址會所落成二十五週年紀意

三大慶典同日舉行，得到各埠公所四姓宗親大力支持，親臨指導，三藩市龍岡晉樂

組，劉家公所也派出三頭瑞獅助陣，辦得有謦有色，盛況空前，留給埠上僑團坊衆

深刻印象。

本公所在最近十多年來，經歷不少困難。(1)老年的漸老退化，新僑民雖然日

漸增加，但來到後，参加為社會各行各業生活服力，沒有暇時幫助公所工作。(2)

樓房經時間久長，風吹雨打，受到各動自然災害。(3)古話所謂，福無重享，禍不

單行。同時樓下餐館生意倒閉，以至租款停收。劉賀歡主席見情不妙，馬上到三藩

市、美洲、美國總公所商量對策。得到總公所支持和幫助，解決燃眉之惫，過了高

山，到達平原。在環節中有幾位職員，工作任勞任怨，不計較個人得失，幫助公所

修理門窗、電器、補修地板。特別劉賀民世長，工作比較突出，所以在近年春宴歡

會期間，發給獎牌，以資鼓勵。

慢談紐約龍岡親義公所之沿革
張潤新

今年欣逢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竹十七屆墾親大會在紐約舉行，籌備處有意出一

特刊，承負責人之囑為文，慶祝第十七屆墾親特刊之慶。紐約龍岡親義公所之成立，

已往有紀錄可考者，是光緒已丑年（一八八八年），若引證紐約約龍岡親義公所慶祝

成立七十週年紀念專輯內一段文章稱遠在八十年前，經已由紐約四姓之老前輩有雛形

組織存在，後來昆仲日眾，逐成立公所云，七年與八十年，恰恰相差十年。故此，紐

約龍岡親義公所也有可能是在一八七八年時經已成立。三藩市之龍岡古廟在光緒初年

（一八七六年）在碌崙巷與建，奉祀劉、關、張、趙先祖。若與紐約龍岡慶祝成立七

十週年專輯所記載，其實祗差二年而矣。

清末光緒廿三年，紐約就有龍岡睦親總公所與龍岡親義總公所存在，睦親總公所

在披露街廿二號六樓，樓下為經營玻璃業。親義總公所則在宰也街十一夾十三號，後

者似乎成立較遲。當時四姓昆仲入堂須繳交堂底費五元，入堂更須昆仲介紹，先引登

記，經一個月查明清白然後接納核發證件。若有事懇求公所，須入會三個月後才接納

受理，相當嚴格。當時睦親與親義均稱為總會所，其因以紐約附近仍有分公所與通訊

處，如華盛頓，波士頓，保地磨，費城等，兩總公所各有章程，但名義堂又屬另一機

構，為互相性質另有堂底。而兩個總公所均採用主席制，主席之產生以公推方式，主

席，翻譯，司庫，庶務各一人，主席月義八十元，翻譯三十元，餘均義務，後來主席

增至二人，未如現在以票選為根據，每姓選舉一人為主席，票多者為正主席，但不能

連續三任，副主席得連選連任，一九八一年起曾一度由劉、關、張、趙連任正主席，

但四姓輪流一次後，又回复票多者為正主席。後來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在加

州洛杉磯開全美第一次墾親大會同過成案，全美國各地睦親公所及親義公所等稱取消，

合併為龍岡親義公所（加所在地名），總公所設在三藩市，餘稱公所或通訊覆處。但紐

約延至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年）才合併劃一名稱，全名為紐約龍岡親義公所。

憶當年各地一般華人情形相當複雜，加上五十多年前美國掀起檢舉移民事件，

相信全美姓氏團體為慘淡冷落時期，恐怕遭受牽連，對公所案檔為慎重起見，搬遷保

留反為散失，故此對一般詳實情況資料極為缺乏，尤其是光緒末期至民初時期。筆者

曾訪問多位前輩，有關當年龍岡機構之過程，亦祗鳳毛麟角，零星口述而矣。

紐約龍岡也不例外，因會址先後輾轉四徒，存下之文物有年份可考者，以現在

公所禮堂供奉四祖先神位神龕，是清光緒已丑年造（一八八八年），由趙天明堂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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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因龍岡是由劉、關、張、趙四姓所組成，每一姓氏均有一堂名，劉稱彭城堂，關

為隴西堂，張為清河堂，趙為天命堂。神龕內有一對聯，『君敬臣；忠昭天下，兄弟

仁義著千秋』。雕刻精緻，由廣東廣州市聯興街（第七甫）何友三承造。而名義俱樂

部之綵門及祭桌同一處製造，但年份較遲，為光緒二十八年孟春（一九零二年），有

劉彭城堂敬獻，兩件雕刻相差亦二十四年，其他如含有珍珠殼雲名酸枝桌，及青銅香

爐與錫造香燭台等亦為前清時代所鑄造，惜無年份可考。

當年僑社非常紛亂，常有堂鬥殺人之行為，為著適應環境需要，才有如此之組

織，不外是懷有聲應氣，求患難相濟，在公所維護之下，在僑社有舉足輕重之勢，又

有名義俱樂部之設，地址在親義公所之原址，由劉孔佑，倜知，成基及張奕培，張安

等前輩，委託許環牧師代申請牌照，費用卅八元，後來人數眾多，公所遷往東百老匯

後，人數公眾，會務非常蓬勃，經濟亦充裕，才有在賣帽街置業，即公所現址對面，

後來因改建為孔子大廈，被政府收購補回樓值。因此公所又要覓尋會址，華當年公所

劉錦柏，關偉汪，張延津，趙炳焜四位主席，為不辜負先賢過去勞績，繼為公所服務

而盡棉力，多方奔走商洽購得現址，即現在賣帽街廿三號，但啓建又就缺經費，四

位主席當仁不讓，自費（由紐約）至芝加哥，三藩市、屋崙、洛杉磯等地募捐建樓所

需，而所到之需，承四姓昆仲及各公所不鼎力推動，出錢出力，至成此舉。改建完成

後，名義俱樂部隨同遷入二樓，眾決議敦聘四位本公所終身指導員銜。至一九八四

年，又將公所三樓天面加高，使禮堂更加通明光亮，加添四先祖書香等文物，金碧輝

煌。紐約市警察學校，為使新科員警瞭解中華文化及華人生活點滴，經常派畢業學員

前來拜訪參觀。籌備會囑為文慶祝十七屆墾親特刊之慶，姑湊集成文，願我四姓昆仲

不吝賜正。

關 於 《 紐 約 龍 岡 婦

女之歌》二零一八新年伊

始，時值深冬，美國紐约

龍岡公所婦女部卻早已春

意 盎 然 ， 嬸 姆 姐 妹 們 開

會，唱歌，練舞，忙得不

亦樂乎，都用心為當年的

公所春宴和十月份本公所

主辦的世界龍岡親義總會

第十七屆懇親代表大會提

供表演節目早作準備。劉

南耀元老將此熱鬧情景看

在眼裡，心感公所婦女部

這欣欣向榮的美景本身就

是一首歌，便有意將之實

錄下來，為龍岡婦女們的

努力和付出喝采。《紐約

龍岡婦女之歌》如詩般的

歌詞就這樣在南耀元老動情的筆下一揮而就，並交由關姓主席振威(德怡)接力，聯

係了中國國家一級演奏員，藝術家，作曲家歐陽靖先生為《紐約龍岡婦女之歌》

譜曲。歐陽靖先生當時正在前往北京上海等地出差的途中，得知《紐約龍岡婦女之

歌》的故事和意義後，立即答應會儘快為我們把曲子創作出來。《紐約龍岡婦女之

歌》節拍鮮明，旋律輕快，內容勵志進取，婦女會員們每練唱一回，都感覺心情愉

快，會不約而同地發出陣陣懷會心的歡笑。目前我們正在加緊練唱，力求進步，希

望能以最完美的歌聲，向懇親大會獻唱。願龍岡媂女們繼續努力，團結友愛，共同

為弘揚龍岡的忠義仁勇精神和會務發展添磚加瓦。

紐約龍岡婦女之歌

關德怡(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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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龍岡青年部始創憶述

張炳讓

檀香山龍岡青年部國術班，日前由香港辦到新瑞獅二頭，五光十彩，烽爛奪

目，經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開光典禮，當時龍岡父老及男女参加者一百餘衆，

又有麵食凉水餐衆，極一時之盛。十二月九日舉行聖誕節大會，是夕幸得天公賜

福，月明星稀，氣候宜人，男女参加者二百餘衆，少長咸集，默謝聖恩，共敘聖

餐，合唱聖歌，隨而各種娛樂遊戲，北極老人蒞臨，惠施各兒童麻糖，又有幸運開

彩，充滿和樂氣氛。

查此龍岡青年部，是由劉劍世長在一九五四年倡議籌組，但當時衆皆反對，

以為青年好動滋擾，不能成立，後至一九五八年及五九年趙譆任主席時，劉劍再

次提議，其時尚有人反對，但趙禧主席感到本公所老走輩一旦退休終老，所務日趨

冷淡，過十餘年，恐再見不到老輩之足跡矣。因此必須加緊吸引青年入會，提攜新

進，繼往開來，所務才能發揚光大。是以趙禧主席不畏艱鉅實行組織青年部，但係

四姓子弟皆以攻讀與商務及工作繫身為推搪，不願加入，而且對於公所不甚關懷，

趙禧又與劉劍、劉天富、張華雄、劉順元數人籌辦附設國術班，學習舞獅國枝及各

種遊戲，以助與趣，更決定以四海一家為號召，招賢鈉士，集思廣益，隨後不多時

有外姓師傅，優良學童，踴躍肯來，参加者數十人，至今日益加增，達百餘衆，本

公所每逢慶會，多賴此輩子弟效力，幫助一切，真是大幸之事也。

然而既有此青年部成立，必需熱心岀力宗人支持，方能進行順利，以首創這

幾人，或退出另組別班，或離檀他往，或因商務繫身，則其他四姓子弟徘徊門外，

畏縮不前，以此情形，真不堪想也。趙禧世長慮念及此，乃勉勵他長子宗顯，努力

支持十多年，而宗顯亦不辭勞苦盡力負責则本公所得此青年部同人期助，至有今日

此繁荣其樂莫大焉。

希望我四姓宗人和睦相親，真腻相愛，團結一致，情同手足，凡事以公為先，

化除一切私見，以四性為依歸，勿背違兄弟之本源，正大公平，勿分汝我，勿別高

下，勿圖功利，勿限界域，凡在龍岡織下同事者，一律平等相待，每事须平心静氣，

通力合作，大啓門戶，演開範圍，正是來日方長，前述無量，遵從我四先相之忠羲仁

勇精神，勿忘四姓一家之宗旨，此則我龍岡發展無窮也，深望我四姓宗親勉之。

紐英倫龍岡親義公所最新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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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路（西雅圖）龍岡親義公所簡介

舍路龍岡親義公所成立於一八九零年，已有一百一十六年的歷史，是美國各

地龍岡公所成立最早之一。初期公所成立於立於舍路(西雅圖)古舊的地區，後因改

建，樓宇街道具為毀滅，且年代久遠，舊地址已無從考查至一九二九年，舍路龍岡

公所照百子會方式，在舊華埠，華盛頓街，夾南三街，買有一樓，在此正式開幕立

為舍路龍岡公所，凡二十五年。

世界大戰前後因各種影響，澹海桑田，舊華埠地方日變冷淡，華人逐漸聚於

現在舍路華埠，其他社團公所及中華會館等，都設立於現在華埠，惟因龍岡公所孤

立離群，所以於一九五四年，公所所喬遷於現在華埠地址，租賃南景街七零九號二

樓，至已有四十四年。

喬遷後不久，在舊華埠之樓業亦已賣去。賣樓得之款。二、三十年後，早已

不翼而飛是因當時執事者不良，全數吞沒，至令人心恢意冷現在每年租金四千二百

元。另電、水、火、雜費等，本公所既無樓業，更乏其他收入，單靠香油及喜慶樂

捐之款為經費，入不敷支，現在雖欲重新復興，但因存有以前不良之印象，所以作

事亦不容易。

登記會員及其家屬，約有五百餘人另未登記者亦很多，在一九八八年增設婦

女會，現在會員職最團結合作，每年舉辦后內戶外之各項活動，會員自動岀錢，以

發揮龍岡親義精神為宗旨，凡事需從儉進行，但職員盡心盡力務求作事完善每得舍

路僑社各界的好評。

 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簡史
關錫憔

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成立於一九七三年，迄已有卅餘年悠久歷史，其前輩先

賢有關崇瓊、劉汝章、關鍚樵、張宜儉、關宗德等，多年來他們為本埠龍岡團體默

默耕耘擴展族務，建樹良多，一九九五年關嬿儀岀任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主席，成

為美洲龍岡團體第一位地區公所女姓主席，目前鳯凰城龍岡親羲公所是本埠僑聯總

會的基礎會員之一。

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每年一度舉行春宴聯歡會，宴會設獎學金，頒發成績優

異子弟以資鼓勵。

多倫多龍岡親義公所簡史

多倫多龍岡親義公所於民國元年（西歷一九一一年）成立以秉承四祖桃園結義，

古城聚會之精神，劉先主遺訓精誠團結，互愛互助為宗旨，初則租賃皇后街，繼而遷

至依利沙白街永同昌雜貨店樓上，由于會員眾多，以此狹窄簡陋的地方，不敷應用，

乃召集全體會員會議，商討購樓事宜，決議向四姓全體昆仲籌款，自行購置樓業，為

龍岡會所，此乃一勞永逸之計，倡議一起，博得全場通過，經數月之努力，幸賴各昆

仲之熱誠，慷慨捐助，大力支持，卒成此一壯舉，乃購得依利沙白街二十四號兩層樓

宇為會址，公所設在二樓，地下則租與廣值泰為藥材誧，自此寒暑十易。於民國十無

（一九二一無）向安省政府註冊，取名(Lung Kong Kung Shaw Brotherhood)正式成立

為不牟利團體。

光陰易逝，歲月如流，本公所在三十年代期間，由于世情不景，市道蕭條，失

業者眾，人心散渙，公所會務，影響所及，自不例外，由此一落干丈，三益會亦因此

而停頓，拖延數載，久落各項債務，無法清還，熱愛公所昆仲，焦慮萬分，是以設法

圖謀補救，幸賴劉啟鳳、關崇藻、劉祖佐、張景憲、趙文慰等世長、奔走呼籲闡揚先

主遺訓，倡議向四姓昆仲籌款，償還債項，挽救頹風，由此人心大振，會務從此趨向

繁榮，此皆因我四姓昆仲深明大義，以及領導得人，各科職員衷誠合作有以致之。

嗣經多年之籌措，經之營之，公所之經濟基礎，

已逐漸穩固矣，無何，「七七事變」，國內抗日軍

興，政府委派劉維熾先生出使美洲，宣慰華僑，同時

組織「安省抗日救國總會」，從事團結僑胞，禦侮圖

強，關於集會地址問題，我公所本著忠愛國家之熱

忱，義不容辭，慨然將公所全層借出，為抗日救國總

會辦事處之用，共時四無，會中雜費包括水電煤油等

項均由公所供應，分毫不受，此種仗義之風，可為

我龍岡慰勉與自豪。

斯時，公所之人力財力已趨雄厚和安定，乃倡

議另購樓業，以生孳息，於是購得依利沙白街九十

二號和九十四號，雙誧面兩層樓宇，其不敷之資，

悉由張錫鑒翁借出。以促其成，正誧為商店。

張勝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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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則租與「天園」為餐館，從此財政方面益形生色，不數年間，再購依利沙白

街一○五號之火燒爛樓一座，重新改建，需費二十七萬餘元，樓高三層，一二樓則租

與蓮園為餐廳，是時公所便由二十四號遷至一○五三樓，十多無後，由于會員日益眾

多，以三樓一隅之地，實不敷用於是收回蓮園餐廳二樓，從新修繕，闢為三益會，青

年部，婦女部及閱書報之場所，允見美輪美奐，面貌為之一新。年中凡有慶典及四先

祖寶誕以及辦理郊遊會和遠足等項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世界龍岡或美洲龍岡，每

次懇親大會，本公所都選派代表和組團參加，會務蓬勃，日見昌隆。

早前多倫多市政府將依沙白街

劃為建築新市政廳收購之區，迫得將

九二九四號雙鋪面之樓宇出讓，而一

零五號之樓宇也在收購範圍之內，為

未雨綢繆及早準備為公所遷徒之計，

在此情形之下，倉悴間購得麥高盧街

二零六號猶太教堂未來會所，先將青

無部和婦女部遷往該處，並在該樓宇

經辦多項活動，如中文識字班，太極

拳班，中國國樂班等。極盛一時，惜曇花一現，不到兩年間，已陷於停頓矣。由

於該教堂不祗全無入息，且每年費用需要干餘元方能保養，若長此下去，殊非善

策，且一零五號依利沙白街仍未被收購，經多次研討，終將之轉賣與人。再購入

寶雲街亞柏文兩座為公所生息，其實該亞柏文入息不錯，祗因日久失修，加上請

人料理困難重重，市政府屢次催修薑，需費浩大，難以應付，在此之前，公所又

購得史必拿街四百零一號之三層樓宇一座，在雙重實業的困擾下，斯時我公所又

面臨一次困難的考驗了。由于公所經濟上週轉不靈，經多次之籌措，設法挽救逆

境。在開會當中，幸賴熱心族務之張錫明世長自動提議，願免息借出一干元為倡

議，以應付前之困境，其餘昆仲繼續響應，均能努力以赴，不出兩個鐘頭，當場

籌得二萬餘元，得以週轉，衝破難關，挽回危局。後來因環境關係卒將寶雲街柏

文轉售與人，所得之款，亦己清償借債，此次各昆仲慷慨為公，未始不是我四先

祖忠、義、仁、勇精神之感召有以致之。

然而時移世易，依利沙白街舊樓宇逐漸拆卸、取而代之是高樓林立，原有華人

店鋪，所餘無幾，是以中區華埠逼得向西遷徙，于一九九一無七月一日本公所原址

一○五號依利沙街轉賣與發展公司，同時並購得二八七至二八九號市必丹拿街一座

青年男子排球队
多伦多龙冈亲义公所(1986)

青年男子篮球队
多伦多龙冈亲义公所(1965)

青年女子排球队
多伦多龙冈亲义公所(1986)

青年部郊遊联欢大会
多伦多龙冈亲义公所(1986)

三層新樓宇，作為永久安頓之所。

迄今忽覺八年，回顧喬遷以來，會務方面，除於十年前已舉辦會員子弟獎學

金及其他多項頗具成績外，並於一九九五無在多市籌辦美洲第十四屆懇親代表大

會，得各方面之支持和協助，表現成績，深受各地宗親所稱許，甚以為慰，今後益

加奮勉，精誠團結，敦親睦族，培養人才，吸引新血入會，為會員謀福祉，贊助僑

社公益事業而努力。

本公所藉前賢慘澹經營，與歷屆元老理事監事昆仲締造艱辛，雖己取得安定局

面，惜世事多變，近無經濟不景，稅務繁重，維時已比前吃力，尤幸尚稱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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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龍岡親義公所簡介

劉惠燊

卡城是「卡爾加里城市」的簡稱，它是在加拿大西部亞伯達省的一個城市，

它的知名度還不及位於東部的滿地可、渥太華和多倫多市，或在西部離它不遠的溫

哥華市。自一九八四年開始卡城已由「鎮」升格為「市」，它的面積是七百一十六

平方公里，為加拿大第二面積最大的城市，人口達九十萬，主要經濟來源是石油和

天然氣，是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氣中心。香港富商李嘉誠的石油公司亦是在這裹。一

九八八年冬季奥運會成功在這裹舉行。由於通過石油和天然氣及奥運的開係，人們

對這個寂寂無名的都市逐漸有所認識。一向被稱為「牛仔埠」的卡城，今天已發展

成為現代化的工商業及文化都市，吸引了無数移民，成為移民選擇中第四位城市。

由於移民日增，在華人社區注入新生機，呈現出令人振奮的局面。

現在卡城華人人口據估計有八萬餘人，佔全市人口大約百分之十，華人社團

有七十多個，其中包括宗親會、教堂、中文學校、武術館、廣播電視台、日報和

週報等。在華人社區這個大家庭裏，龍岡公所是其中的一員。龍岡公所自一九三

七年成立至今，己有六十四年歷史，過去一向沒有固定堂所，所以在七三年九月廿

二日由於本市還末有中文報，故此在溫哥華大漢公報刊萱「卡城龍岡公所啓事」原

文如下：「啓者，本公所於卡城宗親繁多，況近來加定居於本埠者有增無已，惟本

公所向無所址以聯宗誼，因此於九月廿日假座五月花酒家舉行四姓宗親大會，議決

備價承購華埠二街東一一五號為將來重建公所永遠地址，不日派員向本埠四姓世誼

借助，俾能集腋成裘，早日玉成美舉，凡我四姓世誼鼎力贊助為要。籌備委員會劉

惠燊、劉社練、關錦添、關蔭棠、關樹強、張椿積、趙南敬啓。」消一傳，得到四

姓人士熱烈響應，不足一月我們已籌得一萬七干四百元，超出了我們的預算，僅以

一萬六干五百元買得上址的一所殘破房屋，建築在一塊五十呎和一百四十呎長的地

皮，為公所建樓奠定了初步新里程。由該年起龍岡公所在亞伯達省政府註冊立案為

非牟利慈善機關。

自一九七三年開始，我們自知責無旁貨，並且積極地籌備自建堂所工作。與

此同時我們索性將買來的房屋租岀，得來的租金藉以持公所經費和償還利息。我們

經過幾次會議，認為自建堂所實非上策，主因公所財政缺乏，若負債重重，風險太

大。一旦入不敷支，其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我們議決：

(一)將屋地租給承建商為期四十五年。

(二)建築一座三層高商業樓宇命名「龍岡大廈」。

(三)在頂層前面以一干五百方呎為龍岡會所。

(四)要現款一萬七千五百元清還債務和現款八干元為入伙慶祝費用。

(五)四十五年期滿後業權歸龍岡公所所有。

以上是我們的要求，但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完全接納我們要求的承建商呢？其中

經過許多曲折和困難，例如房屋曾發生火災，我們與第一承建商雙方發生惡化關係

保引起訴訟等等事宜。可幸在我們龍岡兄弟團結下，把一切困難都克服了。經過了

十三個漫長的歲月，才能達成我們的願望。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為卡城龍岡公所開

幕之期，我們覺得非常榮幸得到加拿大駐域多利總公所主席劉述堯世長伉儷蒞臨本

市主持開幕剪彩儀式，並得到卡城洪門體育會瑞獅帶著中西友好，龍岡昆仲遊街助

慶，晚間假座銀龍大酒家設宴慶祝，筵開三十五席。參加嘉賓有市長簡欣先生(現任

省長)、市議員杜義先生(現在卡城市長)和社團首長等，場面非常熱鬧，亦是我們龍

岡公所全體仝人感覺到最歡樂的時刻。

在這風平浪靜的今天我們回顧與承建商簽訂的四十五年合約(由一九八二年九

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在不知不覺中，這麼長的歲月才能達成我

們的願望。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曰為卡城龍岡公所開幕之期，我們覺得非常榮幸得到

加拿大駐域多利總公所主席劉迒堯世長伉儷蒞臨本市主持開幕剪彩儀式，並得到卡

城洪門體育會瑞獅帶著中西友好，龍岡昆仲遊街助慶，晚間假座銀龍大酒家設宴慶

祝，筵開三十五席。参加嘉賓有市長簡欣先生(現任省長)、市議員杜義先生(現在卡

城市長)和社團首長等場面非常熟鬧，亦是我們龍岡公所全體仝人感覺到最歡樂的時

刻。在這風平浪靜的今天我們回顧與承建商簽訂的四十五年合約(由一九八二年九月

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過了十九個年頭。在這十九

年中我們眼見這幢商業樓宇己經轉換了三個業主，而我們龍岡公所是永遠無債一身

輕。回想當年倘若我們選擇自建堂所的透徑，今天就可能一無所有了而且更辜負了

熱的四姓人士對我們我們的支持和祈望。言及於此使我們有不寒而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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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得到一所美侖美會所，成為我們四姓兄弟嬸姆經常歡聚的好地方，

能在一個凊靜優美的環境裏辦理會務，精神為之鼓舞。龍岡公所現有一百三十四名

會員，希望能吸納更多年青新血來鞏固會基，這是我們今後最重要的課題。我們的

宗旨是對内團結，互助互愛，發揚四祖先忠義仁勇精神：對外與其他社團保持密切

聯貉，積極推動一切關於僑社的福利事務。以下是我們活動情況的簡報：理事會每

月舉行例會一次，每年春秋二祭，協助會員處理紅白事宜，紀念四先賢寶誕，春節

聯歡會，敬老會，郊遊野賢會，組織短途旅行，國語學習班，初級氣功練習班，募

捐修復開平龍岡古廟，募捐中國華東水災救濟，募捐台灣地震救災等等。

我對“忠義仁勇”的另一方體會：

最大的“不忠”——	就是分裂國家，賣國求榮。

最大的“不義”——	就是出爾反爾，不講信義。

最大的“不仁”——	就是見死不求，傷人害己。

最大的“不勇”——	就是原地踏步，不求突破。

	 	 	 	 						——	南山樓主

渥太華龍岡親義公所簡介

趙炳熾

渥太華龍岡親義公所是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成立的，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歷

史。渥太華雖然是加拿大首都，但當時的人口總數只有三十萬(由今年開始，因為合

併了其他衛星城市，人口已超過八十萬)，華裔人口估計只有五干左右(目前已達三

萬人)。因為沒有龍岡組織，那時劉、關、張、趙四姓之間的交往不多，手足情誼就

也相對淡薄，也很少人提及「忠、義、仁、勇」的龍岡精神。那時渥太華唐人街初

具規模，由關煜彬先生經營的老字號(上海酒樓)是鄉里同胞經常聚首聊天的地方。

關煜彬先生熱情好客，他的父親關則勤老先生原在三藩市工作，後來移居渥

太華與家人團聚。關老先生帶來了「美洲龍岡季刊」，「上海酒樓」是渥太華最

早的「龍岡季刊」訂戶。因此，在「上海酒樓」岀入的朋友常把桃園結義丶古城相

聚的歷史故事作「擺龍門」的題材。那時，經常在「上海酒樓」聚會的四姓昆仲是

劉光(已逝)、關煜彬、關樹泉、關炳希(已逝)、張文遠(已逝)、張塵輝(已逝)、趙炳

熾、趙文安(已逝)等人。大家有感於四先詛的一番轟轟烈烈事業，覺得有必要把渥

太華的四姓手足組織起來，使宗誼得到交流，龍岡精神能夠發揚光大。經過無數次

商談和交換意見後，決定分頭聯絡四姓昆仲，召開籌備會議討論成立公所事宜。

大家坐言起行，在很短時間内就在「張家樓」酒樓舉行了籌備晚宴。那是渥

太華四姓昆仲姐妺的第一次正式聚。晚寥筵開十桌，出席者熱情極交，人人滿臉笑

容。看得出，前人同心結義的壯舉正在鞭策著世世代代的後人。

籌備晚宴後不久，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渥太華龍岡親義公所」便宣告

成立了。成立會議在關炳希昆仲經營的「羊城小館」二樓舉行，即席選出了第一屆

理事會，成員如下：主席：張裕榮，副主席：劉達福、關樹泉、張重光、趙劍雄。

秘書：關煜彬、劉國龍，理財：張文遠、關炳希，總務：張塵輝，公關：張偉勒，

監督：趙炳熾。另外還有理事九名。時至多日，昔日的創會元老們有的已逝去，有

的已離埠他遷，也有的因種種原因不参與公所活動，只有關樹泉、關煜彬、張重

光、趙炳熾四位創會元老仍參與龍岡會務。撫今追昔，腦海中又浮起了蘇東坡「大

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嗲詠，著實爷人唏噓。所幸後繼有人，渥太華

龍岡公所不繼有新血注入，足堪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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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龍岡親義公所成立之後跟著展開二步工作籌款購置會址。第一屆主席

張裕濚世長為此事奔走岀力最多。在短短三年内籌到了足夠的首期款項數萬元，

於一九九雩購得了現在的會址。有了會址，開展活動方便多了，對外的形象也提升

了。在此基礎上，會務蒸蒸日上，婦女會也於一九九二年成立了，渥太華龍岡公所

成為社區重要社團之一。

除了聯劉、關、張、趙四姓宗誼之外，渥太華龍岡公所積極參與社會務；如

地方選舉、慈善募捐、節日慶典等重大活動，均有龍岡會員的活躍身影。最為樂道

的是為老人舉辦的集體入籍服務。由聯絡議員，入籍法官到替老人們當翻譯，填寫

入籍申請表格，均由龍岡公所一手包辦。因此，渥太華龍岡公所在政府和社區都有

極佳口碑。

溫哥華龍岡親義公所歷史

七十五年前崇穎二叔由域多利移居溫哥華。其時多利龍岡公所早已成立。於

是他約同四姓兄弟劉儒坤，關耀崇、張繼、趙平山、趙榮義等發起組織溫哥華龍

岡公所。當時二叔（全埠華僑都知道他之稱號）開設廣裕隆，經營祖國藥材雜貨生

意。在華埠片打東街自建樓宇。並特意加建三樓作為龍岡公所會址。地址寬敞。前

半部作為禮堂，供奉四先祖神像。後半部間隔幾個客房，作為四姓兄弟居所。

五十年代初，二叔有意將樓宇出賣。雖然當時有人以較高價錢購買。但他寧

願以較低價錢賣給本公所。唯一條件是一日廣裕隆生意仍然存在，有權繼續租賃樓

下之舖位。於是公所理事集議，立即組成百子會由四姓兄弟自動借出之款項，集資

承購，一樣照計利息。本息均用抽簽方式歸還。至七十年代末期才全部還清。

溫哥華與域多利祗是一水之隔。故兩地公所來往密切。每年三月初本公所舉行

週年紀念，均柬邀域多利總公所昆仲前來參加。數十年來未嘗間繼。近十餘年因交

通發達，本公所每年亦僱用巴士組團前赴域多為四月四日龍岡日慶典助興。

一九五五年及一九八六年本公所曾兩次籌辦美洲龍岡親義總所第四屆及第十

二屆墾親代大會。均能完滿達成任務。實至如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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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龍岡親義總會之往昔及近況

關文堅

總公所創立於一九零二年，加西鐵路於一八八五年完成之後，華僑紛紛轉

業，其前來域多利創業求職者數千人。僑胞注重傳統之家族親情觀念，守望相助，

互相照應，介紹工作，互敘鄉情。因而姓氏家族團體，自然組織結合，產生宗親社

團。一九零五年籌款興建三層樓大廈，禮堂設於三樓，供奉劉關張趙四位先祖神

像，及諸葛武候靈位。當時劉彭城堂贈有木刻鑲金『龍岡公所』四個大匾額，及

門聯一對，題曰：『篤君臣三國為千古仰』『聯兄弟四姓若一家親』。關隴西堂送

贈之精工浮雕鑲真金對聯一副，其文曰：『羨魚水四君臣同心造漢』『樹龍岡一保

障眾志成城』從四姓昆仲親情愈加融洽，當時財政收入，有正層舖位，二樓住房租

金，此外，昆仲積蓄豐厚，乘船滿載而歸祖國者，每年須繳出口捐款銀若千元，作

為總公所維持經費，由溫域兩埠四姓人士開設之商號代為徵收，我全加昆仲熱誠遵從

此例竟能保持二、三十年之久。其後移民人口大增，捐款方式更改公所設立之初，頗

注重舊式家族制度觀念，至一九二零年適應時代進化，增進僑社福利，設立書報社，

購買典籍及科學智識書籍雜誌頗為完備。設立英文夜校，國語訓練班，一律歡迎僑社

參加。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總公所曾發起自動獻金救國運動，鼓吹救濟難

民捐款，推銷救國公債等義舉，成績斐然客觀，蒙我國政府獎勵褒揚。

一九六三年公所應市政府美化華埠要求，重修樓宇，內外煥然一新，於一九

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舉行成立六十五週年紀念暨第一屆全加墾親大會，

美加各埠選派代表出席，團結一心，盛況空前。總公所與各地公所加深聯繫。一

九八三年室內裝修改革，成立婦女部及青年部，二樓辟作娛樂活動室新鋪膠地板，

新天花板，加上充足光管照明，新式暖氣設備一洗數十年之陳舊設施，眼前一片新

景象，聚會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多了青年及婦女。古語有云：『創業難，守業更

難』，我等緬懷前賢之艱難締造，建立大廈，福澤後輩，綜親今日華僑社會，數十

年前成立的宗親團體，有些隨時代變遷而湮沒。龍岡公所以四先祖忠義仁勇之精神

為守則，秉承國家民族精神，發揚優美文化傳統，自建樓宇，基礎穩健，公所屹立

於華埠九十六週年。後起新秀，繼往開來，同心協力，以跟隨時代進步，發展會務

為今後方向。

現今華僑團體，以服務僑胞為宗旨。龍岡親義公所由家族安康，社會繁榮，國

家富強，以達成『四姓一家，四海一家』之崇高目標，亦即博愛精神。總公所為發

揮在華僑社會的積極團結作用，熱烈歡迎『龍岡之友』參加文娛活動，每次的龍岡

日歡會，先祖神誕敘餐，郊遊燒烤會，卡拉OK演唱會，都邀請『龍岡之友』及其他

社團人士參加。正如世界各地的『關公廟』歡迎各界善信參拜，我們獲得僑界的友

誼，擴大至家族以外之影響力。

近年會務活躍，每年劉關張趙四先祖寶誕，均定期定期紀念會及叙餐，四月

四日世界龍岡紀念日，是最盛大的慶會。

每天溫哥華龍岡公所均派代表專程來參加龍岡日盛會晚宴參加者約二百五十

人。有文娛節目，卡拉OK演唱，幸運抽獎，大會氣氛愉快融洽。七月份舉辦夏日

郊野公園燒烤會，全家老幼適合，有豐富食物，生果，飲品招待，還有體育競技

遊戲節目及抽獎助慶，約一百五十人參加，每逢父親節，母親節，中秋節，聖誕

節，每屆新任職員就職典禮，均舉行聯歡晚會，有時在餐館訂酒席，有時在公所的

禮堂，由婦女部備食物，以自主形式進行，倍感親切，享受各人精美廚藝，大飽

口福。公所置有卡拉OK器材一套，鐳射唱碟三十餘張，每逢週末或假期，聚集練

歌，音樂悠揚。設有乒乓球桌玩樂，有益身心，甚為熱鬧。

財政狀況，平衡穩固，商業舖位，每年收租，淨收入約一萬元，其餘收益，

有賴四姓昆仲捐助及年捐。溫哥華龍岡及多倫多龍岡公所各分擔每年經費六百元，

卡加利龍岡公所分擔每年經費兩百元。將此多謝各地昆仲鼎力支持，公所各項活動

進行順利。

本公所積極支持本埠中華會館義務工作，協力參與各項社團活動，活躍於華

埠僑界，由於全體昆仲嬸姆，兄弟姐妹通力合作，會務繼續擴展。熱烈歡迎劉、

關、張、趙四姓宗親參加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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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Victoria 域多利又稱維多利亞，位處西南國

境，相鄰美國，與溫哥華一水之隔。有世界著名之寶翠花

園，環境清幽秀麗，氣候溫和，曾被選為最適宜居住城市

之一。每年接待成千上萬慕名遊客到訪。華埠鄰近市政廳

大樓、港口、火車站，市中心地段，很多十九世紀初的三

層磚木結構樓宇，有獨特的古典歐陸外型，精美雅麗藝術

風格，中西式建築，飛簷裝飾，特式的中華會館大樓，保

留至今完整，漫步華埠，仍可感受十九世紀開埠初期街

景。華埠加上「同濟門」牌坊，列入著名景點。現時居住

人口連同鄰區，約40餘萬眾，亞裔約一萬多人。

早年華人乘船橫越太平洋抵達加國，登陸域埠，首設移民局，1858年開始，

華人以守望相助，起居習惯相同而聚居，逐漸形成「華埠」。後來卑詩省菲沙

河區發現金礦，於是加州的華工，沿陸路和海路北上加國，加入淘金，築路行

列；1885年，太平洋鐵路貫通束西岸工程完成，轉業員工四千人返回域埠，人多

生意興旺，為著保護自身及共同權益，聯絡鄉親，團結互助，於是姓氏，縣邑，政

治性，各類宗旨團體相繼成立。

光緒十一年(1885)之前，劉、關、張、趙，四姓人氏組識「名義堂」1902年

改稱「龍岡親義總公所」，不另設市區分公所。1905年集資購買會址，樓高三

層，頂層禮堂，設神龕奉祀四先祖遺像，偏廳設諸葛武侯靈位。祭壇上方，有木

刻鑲金匾額「龍岡公所」四字劉彭城堂贈送。兩側有精工浮雕镶金楹聯一副，其文

曰：「羡魚水四君臣同心造漢」「樹龍岡一保眾志成城」。字體剛勁，筆力千鈞，

當代名流仇頌康所書，為關隴西堂贈送。祭壇堰設有古銅瑞獸寶鼎香爐，鐫有「龍

岡古廟」四個空心大字，光緒廿八年(1902)趙天水堂赠送，彌足珍貴。兩旁有錫製

花瓶，腊燭座、香座，三對共六件，曾於多年前一次大装修，被忽略流失，後來在

舊貨市場尋得，由公所購回。劉彭城堂復送贈有木刻凸雕牌匾「龍岡公所」题字，

並書門聯日：「篤君臣三國為千古仰」「聯兄弟四姓若一家親」，懸排在三楼陽

加拿大龍岡親義總公所史略及近況
關百慎

台，西向華埠政府街。張清河堂贈送浮雕酸枝木製八張椅，四座茶几。

公所成立初期，頗注重家族團體思想，昆仲滿載荣歸家鄉，光宗耀祖，有定例

收取每人出境须捐款若干元，以雄持公所費用。1920年隨時代進步，設閱書報社，

籌款購置典籍及科技雜誌，設立英文夜校，國語練習班，演講訓練班，公開歡迎僑胞

選讀，開幕時，僑團紛紛送禮致賀，其中一面玻璃鏡片連框架，現懸掛三樓走廊，書

寫「龍岡公所閲書報社列位先生鑒，域多利鐵城崇義會支部同人敬贈」字句。

1937年中日戰事爆發，民國政府號召抗日救國，公所發動捐款救濟難民，購

買愛國公債，頗有成續，獲中華民國書面褒獎。1963年，市政府立例整飾市容，

樓宇安全，美化華埠，大厦內外維修油漆，得到各埠宗親捐款支持。

1963年10月15日，世界龍岡總會在香港成立，議決四月四日為「龍岡日」，公

所從此每年定期與世界各埠龍岡，同申慶祝。

1967年7月16日至19日，舉辦成立六十五週年紀念暨第一届全加懇親代表大

會，美洲總公所，美國各地公所，中國駐溫埠領事館，本埠各僑團蒞臨致賀。總公

所門前張燈結彩，顶樓高懸「加國建國百年大慶」彩旗，正門旁襯有一聯，颜曰：

「龍門堪躍鯉，古城樓，叱吒風雲呈異彩」「岡石可磨劍，光漢土，撼搖山岳醒

華魂」。至二樓，兩旁有一聯云：「龍岡射斗星輝，劍膽英雄照宇宙「岡阜鍾靈人

傑，桃園高義薄雲天」。登三樓，正門左右又有對聯云：「龍德聖王，興復家邦崇

四大」「岡陵山阜，升恆日月祝三多」。香港龍岡總會贈送趙少昂等名家之水彩繪

畫與蘇裱，金牋頌詞一堂，及劉候武之題字。7月16日正午在公所禮堂舉行祭祖典

禮，禮成後列隊環繞華埠大遊行，開幕典禮設在「麥化臣」戲院，赴會代表及嘉寶

七百餘眾。會後禮聘名藝人關白艷紅，劉英麗明演唱粤曲及放映電影，晚宴安排在

華村，晉美，新樂酒家。該年主席關祝華，是老牌雜貨店裕綸號東主，亦是公所始

創成员關崇德翁之第二公子。大會籌備處主任關發勳，典禮主持關其逸，宴會主席

關燦寧，總公所代表關國根。本届懇親大會決議：溫哥華及多倫多龍岡公所，每年

各助總公所三百加元經費。

1981年8月8日至11日，多倫多龍岡慶祝成立七十週年暨加拿大龍岡第二届懇

親代表大會，決議紀錄在案：總公所經費，由溫哥華及多倫多龍岡公所，每年各負

擔六百加元。

1982年8月，公所舉行盛大集會，慶祝成立八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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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二樓間隔成多個房間分租給獨居者長住，或季節性租賃，到八十

年代，僑胞多以家庭團聚形式居住，房口需要减少，於是停止出租，拆除部份房

間，重新装修、設立大廳娛樂室，書記室，成立婦女部，增置厨房爐具，雪櫃，厨

櫃。此後，先祖神誕紀念會，自助式午餐，由婦女部主理。1982年的裝修革新，

提供全層活動場所人氣旺盛。

2002年8月17日，舉辦成立一百週年慶典及環繞華埠大巡行，慶會設宴金城酒

家，各埠龍岡代表及本地僑頜，冠蓋雲集。世總監察長張銘珍，美洲總公所主席張

文衛，劉宏美，龍岡季刊社長關宗魯，世界闋氏主席關健中，溫埠理事長劉法平，

監事長張泰康，卡加利龍岡主席劉惠燊，紐約龍岡主席張坚，及各代表應邀登台致

詞，本埠首位華裔市長劉志強Alan Lowe，任兩届市長2000年至2005年，父母是中

山市人，第一代土生，以粤語致詞。卑詩省社區、體育暨文化發展廳長張杏芳Ida 

Chong，1997年獲自由黨省議員速任至2012第二代土生，亦以流利廣府話演講，

其父張培德先翁，祖籍開平市，歷任公所外交主任，母親張關玉儀，歷任婦女主

任，熱心公益。世總會長趙偉勝伉儷到賀致詞，贈送文字鏡屏，上書「先主遺訓：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唯德唯賢，可以服人」，世總主

席關中，致送掛軸「四姓聯宗」一幅。

我們保持與各地區龍岡

聯繫。2009年10月16日公所

主席關百慎及代表團，出席

多倫多主辦，世總第十四届

懇親大會。2010年9月3日，

主席張國雄及代表團，出席

溫哥華主辨，第十九届美洲

懇親大會。1998年主席關文

堅及代表團，出席洛杉磯第

十五届美洲懇親大會。1995

年主席張實荣及代表團，出席多倫多第十四届美洲懇親大會。

先祖劉備、關羽、張飛、超雲，桃園締盟，古城聚義，誓結異姓兄弟，相傳

一千八百多年史實，其忠義仁勇精神，留芳萬代，是中國傅统文化精粹，廣受世人

敬崇。先主遺訓，乃立身處世，至理明言。

本埠龍岡前輩、高瞻遠矚，購置樓宇，福澤後代，基業穩固。龍岡以忠義仁

勇，博爱親義，精誠團結，以傳統倫理美德，凝聚志同道合之宗親，維持並發展會

務。近年入會人數增加，多了一些新力量新作風。

現今僑團，以服務僑胞為目的，為增進家屬親誼，在龍岡日春宴，神誕聚

餐，郊遊燒烤會，卡拉OK演唱歡迎「龍岡之友」參加，也是實踐「四姓一家，四

海一家」之行動。

1956年之前，會員以講廣東四邑話居多、直到現今，開會用廣州話。我们歡

迎講国语交流到訪者。

每年四先祖神誕，定期舉行紀念會，討論會及聚餐。龍岡日暨春節聯歡，是

全年最大盛會。溫哥華公所代表團乘專車光臨。本埠僑團應邀參加。夏日公圜燒

烤會，清明節行青敬花，致祭先僑。每逢雙親節，聖誕節，新届職員就任，舉行慶

賀，席設餐館，或在公所厨房製作、品嘗住家厨藝，培感親切。公所置有卡拉OK

音樂器材，假日聚集唱歌消遣。設有乒乓球桌，自由玩樂。逢星期六、日，在二樓

湊伴麻雀牌耍樂。

財政收支平衝，主要入息是舖位租金，宗親捐助經費。2011年，大廈後座新

加築外牆及保溫夾層，二樓新設暖氣系統，更換節能雙層玻璃窗。

公所派代表出席中華會館職務，前任主席劉炳輝，劉述堯，會荣任中華會館

主席，前任主席張傑強，張傑昌，出任中華會館外交理事。由於獲得全體兄弟姐妹

通力合作，會務進展順利，歡迎劉、關、張、趙，宗親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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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墨西卡利龍岡親義公所簡歷

本公所位於墨西哥下加省墨西卡卡利市中心商業區，始建於公元一九二零

年。經理數十年風風雨雨的衝擊，在先僑的共同努力下，四姓同胞不屈不撓奮力

抗爭，排除萬難，使龍岡艱苦創業的基業寸土不失，並從中不斷得以修建完善，

現公所擁有五間商業舖位出租。公所主樓二禮堂安放著四先祖神位，供四姓僑胞

敬奉。此大樓走重建於一九六八年。本公所街角一鋪位曾租賃一墨籍商人經營酒

吧業，因失火而燒毀，後墨籍商人自資重建舖位，其人野心甚大，恃勢欺人，一

直來不但拒交舖租，並存心霸占我公所土地為己有。由此燃發起一場爭奪產權官

司來，為維護公所產業，本公所元老們群策群力，與墨商人展開理論。無奈對手

奸詐狡辯，財雄勢大，兼有政要撐腰，終因公所資金不足而告敗訴。眼看龍岡產

業付之東流，元老張扶超先生挺身而出，解囊相助，出錢出力，為公所聘請名律

師，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歷經十載，幾經曲折，終於將舖位從西人手中奪回

來。一九七五年，由於公所遺留下來的舊建築物全是用泥磚建造的，因一直沒有

資金維修，早已破舊不堪。為將先僑開創的基業發展和保存下去，張扶超先生再

申出援助之手，與公所簽訂合理條約，前後張扶超先生資助公所修建兩個舖位，

十年後產權全部歸還公所。張扶超先生一心奉公的精神可歌可泣，是我們公所的

好榜樣！他老人家雖然已仙逝二年，但他的事蹟將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目前，本公所一切業務都在平穩發展，每年在本公所禮堂舉行四次祭祖活

動，四姓男丁前往祭祀先祖，並舉行晚宴會，四姓叔伯，嬸姆，兄弟，姊妹們歡

聚一堂，共敘天倫，同議公所大事，齊齊為發揚龍岡精神而努力！

古巴龍岡親義公所動態
趙義

古巴龍岡親義公所，我四姓子姪常關心發展所務。唯我四姓神壇，數十年來

物必先腐然後蠱生。蠱蟻蠶食。現有美國加州昆仲，提議幫助修理，俾世人上香

祝告，紀念先賢之英明。現正在重修當中，不久便可完工。

十年來公所成立『龍岡之友』，接納在古巴的華人華僑，不論籍貫姓氏，男

女為社員。現已發展到八百餘眾，在古巴華人社會，可稱有力量社團之一。同時

創立『老人之家』。凡是中國出生，或華裔已滿六十五歲者，均為合格。有經濟

困難者，皆可申請加入，保障一日三餐，每星期七天免費享受福利，不收分文。

『老人之家』全部支消，由古巴龍岡公所負責。

十年來，得趙義主席和政府商討，取得政府津貼，撥右邊爛樓一幢，為發展

『老人家』之用。現在重新建築，有衛生房，健身房，禮堂等等，全部只消也由

龍岡飯店負責。今後龍岡公所已有地氣，如可能將建築三、四層，或更高樓宇，

此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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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丽源董事长 —— 张景耀：

把龍岡文化帶回家的“華僑之光”!

来源：中华网

他野心勃勃，在广州创立了年产值数

亿的女性生殖健康王国——柏丽源；他也善

心满满，多年来，在带领柏丽源在生殖健康

市场开疆拓土的同时，不忘以水口龙冈古庙

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本土维护龙冈文

化之根，在海外散布龙冈文化之种。这就是

张景耀，一位始终坚信做慈善，出钱又出力

的“华侨之光”。

最大心愿：要在龙冈文化发祥地举办世恳大会。10月21至23日，世界龙冈亲义

总会第十七届恳亲大会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华会馆礼堂和金丰大酒店召开，开平

水口龙冈古庙管理委员会代表团与世界各地21个龙冈组织37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

大会的主题为弘扬忠义仁勇龙冈精神，服务社会，关怀弱势，创建幸福温馨

的龙冈，代代相传，大会先后举行祭祖、龙冈社团提案处理报告、选举台湾刘秀珍

为新一届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主席、精彩的文艺演出等。

把龙冈文化发扬光大，是每个龙冈后裔都值得为之付出的事，张景耀也不例

外。本次恳亲会在纽约举办，让海内外华侨可以共聚一堂，畅叙亲情，共谋发展大

计，也让国外人民亲眼目睹属于中国龙冈的精彩，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张

景耀认为，文化遍地开花，也要不忘回归根源，因此，他带领开平水口龙冈古庙管

理委员会代表团，走上了申办第18届龙冈恳亲大会的路。

让龙冈文化回归故土，“华侨之光”志在必得大会其中一项重要的议题是十

八届龙冈恳亲大会的承办权。当时，来自中国开平、台湾金门、马来西亚三个代表

团都是热门在竞争团体。台湾金门代表团说表示：两岸关係正常化后，金门经济，

旅游大发展，请大家去见证；马来西亚代表团说，马来西亚华侨最多，龙冈社团最

多；开平代表团简短地陈述了开平在6大优势：发祥地优势、中国政府侨务支持、

承办能力及城市旅游力提升、资金充足等，同时承诺更大在参团优惠政策。经过各

龙冈社团的民主投票，台湾金门获得5席位54票，马来西亚4席位33票，开平龙冈

获得十一席位138票以绝对优势票数胜出，成功申办十八届世界龙冈恳亲大会。

水口龙冈古庙管理委员会主席，第18届龙冈恳亲大会申办代表张景耀，带领

申办团队走到主席台上接受祝贺。随后张景耀接过了世界龙冈亲义总会的大旗，象

征着水口龙冈迈出了筹备2021年恳亲大会的第一步，成员们为龙冈文化重返发祥

地而兴奋不已。张景耀，这个多年来坚持为传播龙冈文化而奔走的开平人，也因为

带领龙冈成功申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华侨之光”。

慈善战略升级：竭尽全力，办一次有里

程碑意义的世恳大会本次水口龙冈成功申办

恳亲大会，得益于水口龙冈团队成员的准备

和世界龙冈亲义总会的充分肯定，也得益于

世界(水口)龙冈古庙管理委员会主席张景耀

先生在大会就水口龙冈的文化发源地地位、

天然地理位置优势和举办保障等6个方面做

了详细的陈述，全面总结水口龙冈古庙情况，展望今后古庙发展未来，传达水口龙

冈有能力、有理想、有决心办好2021年龙冈恳亲大会的重要信息，代表水口龙冈

管委会表达数十年来不曾断过的“在家门口办恳亲大会”的夙愿，让世界龙冈亲义

总会成员重新深刻认识龙冈文化发祥地的魅力。

张景耀认为，龙冈恳亲会，旨在让海内外华侨聚在一起，畅叙亲情，交流当地发

展情况，关心家乡建设，促进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和发展，不再仅限于简单地聚会

交流，因此张景耀提出恳亲会升级的想法，办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世恳大会。

首先，不断提升开平的城市接待能力，以满足世恳大会的要求。在高速公路和

铁路的不断发展下，进而把开平碉楼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成开平独有的华侨

生活文化旅游资源，让归国宗亲游览观光，拉动本地旅游业、制造业发展。

其次，合理借鉴以往举办活动经验，办一届具开平特色的龙冈恳亲会。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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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张景耀主席曾主持举办龙冈古庙重光20周年庆典及龙冈慈善联谊会启

动仪式，嘉宾包括江门市文化局、统战部、外事侨务局、党委、世界各地龙冈宗

亲共计1500多人出席，整个活动从筹备、执行、接待等都有条不紊的进行，取得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也赢得了世界龙冈亲义总会成员的信任。张景耀希望，过

往的活动经验，能在秩序维护、嘉宾接待、群众互动等方面给三年后的龙冈恳亲

会的举办起到示范作用，使龙冈文化在恳亲大会结束后，仍对族人、海外侨胞的

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张景耀创新性地提出优惠参会政策保障，希望有更多大规模的宗亲能够

参与。他代表开平水口龙冈古庙管委会向大家承诺，三年后的开平恳亲大会，但凡

报名10人以内的参会团，团长免费，超过10人的参会团，团长和秘书长免费，其他

成员收取适当费用，为海内外想要参与恳亲会的华侨带来很多益处。

张景耀主席称，国家高度重视华侨文化，开平要积极响应第十届侨代会的“凝

侨心聚侨力”的核心精神，推进“一带一路”政策走向世界。龙冈恳亲大会作为海内

外华侨畅叙亲情，共谋发展大计的平台，水口龙冈必须充分发挥龙冈文化发祥地的作

用，积极促进海内外侨胞、社团和家乡各界的交流合作，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不

遗余力。这次能够成功获得世界龙冈恳亲大会的举办权，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他将带领本届的龙冈管委会全力以赴，在龙冈精神的发祥地把这次世界恳亲大会

办好。

张景耀数十年来，推广开平文化涉及诸多领域，而在慈善战略上独树一帜，

让他的事业更有成效更富持续性，也让开平这个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的小

城闻名全国，走出海外。

紐英倫龍岡親義公所的驕傲

波士頓的紐英倫龍岡親義公所喜見趙羨藻元老閃耀活躍於攝影藝術界。他以

出眾的攝影作品獲得廣大攝影人仕的推崇及高度贊揚！

趙羡藻元老是海外華裔摄影師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在1955年至1957年，

連續三年獲得波士頓環球日報年賽第一名。1959年獲得全美陸軍攝影比賽第一

名。1968年獲得「世界沙龍十傑」第二名。他曾在美國多地舉辦個人展覧，作品

被美國多家博物館永久收藏。

2017年五月趙元老應邀在中國美術館舉行了「雪岸聞香」攝影展，他將自己

以風景、香港為題材創作的攝影作品100幅捐贈給北京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他的

作品兼有東西方攝影文化的色彩，不僅獨具個人藝術風格，而且是研究東西方攝影

文化差異、交融和影響的重要素材。此次捐贈的藝術作品，豐富了中國美術館攝影

藝術收藏，也可供更多的觀眾及攝影愛好者研究和賞鑒。時隔五個月，又應邀再

到北京，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展出跨越半世紀時空，穿梭半個地球，從50年代

的香港，到西半球美國紐約，麻州，羅德島州的「西遊漫記」攝影作品。在展示

的120幅作品中，有80幅捐給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該館館長黄紀凱在開幕儀式致

辭中表示，「1952年移民的趙羨藻，是最早進入美國主流社會，並是傑出成就的華

裔攝影家之一，他堅持傳統用膠捲拍攝，在暗房自行沖曬的作品，保留了濃厚的傳

統中國美學理念，一幀幀鏡頭下的人生百態，都是彌足珍貴的海外華人華僑社會生

活歷史影像，連帶使該館各主題展覽更為真實」。盡管趙元老已經在美國生活幾十

年，但他的作品中仍保留着濃厚的中國傳統美學理念。作為旅美華人，他以獨特的

視角定格世界，將東方情懷融入黑白攝影，探索出自成一派的視覺藝術語言。清華

大學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副理事長袁運甫曾評價：「羡藻先生

的作品，在深沉寛宏的黑白世界中追求曠然浩氣，捕捉落落清姿。他去國數十年，

作品中却仍有東方藝術家的情味，實在難能可貴」。

关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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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羡藻先生除了攝影作品成就超然外，其影響力也惠及紐英崙龍岡親義公所

的晚輩。他真正做到不遺餘力地讓攝影藝術分享和與眾同樂。他熱心于公所，他

為推動一個團結和諧的公所作出了無私奉獻！除了他的攝影藝術外，他待人處世態

度，亦是我們後輩的學習榜樣。

趙羨藻(左起)和中國僑聯顧問唐聞生，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館長黃紀凱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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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移漢祚 際會風雲 忠義仁勇 萬古同欽
後漢四英雄傳記

陳鐵兒

世有英雄而輿論英雄者，固大佳事，世無英雄，表揚英雄事跡，足使貧夫廉，

懦夫立，況三國事跡，人皆知之，若老生常談了無新意，亦不足使人有所觀感也！

今特寫『龍岡』奉祝的劉先主、關壯繆，張桓侯、趙順平侯的個性與其突出的表

現，使知英雄豪傑者，人也，非神也，正如孔孟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為

者亦若是』，然古往今來，忠義之士其效法者可勝言哉。若謂啓潛德之幽光，為末

俗勸世之作，則吾豈敢，然忠義之心與復興文化運動，誠有是心矣。

劉先主  亦儒亦俠

後漢先主劉備，十五歲師事同郡的九江太守盧植，盧植與著名經學專家鄭康

成均為大儒馬融入室弟子，由此看來劉先主是馬融的再傳弟子，攷先主為漢景帝

子中山靖王之後，祖父劉宏，父劉雄，世事州郡，舉孝廉，有說先主少孤與母販

屨織蓆為業，這些賤業想是剛幹不久，因他十五歲已為盧植門生，盧植不是個普

通教無知小子的訓蒙塾師，他是名儒而官至九江太守，劉先主如果不是學問高深

和有錢子弟，是很難和公孫瓚這群人列入門牆之內，等於現代的小學生萬難攷入

大學讀書一般，雖說族人劉元起資助過他，再查先主少時美衣服，喜狗馬音樂，

他所喜狗馬是否像今日港澳人的狗迷馬迷，漢代有無以狗、馬為賭博的亦不可攷

好音樂當然是個音樂家，『但音樂是儒家最重要的一科』，從先主愛好上列那幾

種，又可想見他是個富有子弟方能做得到的了，如此，他自入儒門自然而然的造

成亦儒亦俠的氣質，且好交豪俠，豪俠者豪爽而有俠氣之謂，以義為利者也，從

文窮武富揮金結客，而交到豪俠之流，駛用金錢當然不像計著算盤孶孶為利的商

賈，才能收買一班替他打天下的英雄，重建漢家旗號，先主在漢末群雄割據時，

正是他白手與家集合一群稱兄道弟的人馬去打游擊戰。連老婆妻子像糜夫人、甘

夫人。和有政治性的孫夫人都不顧了，太子劉禪也兩度讓趙雲從亂軍中奪回，單

憑這幾點，已見劉先主做到不顧家的英雄。

至建安十五年克蜀，先主置酒饗三軍，取蜀城中金銀還其谷帛，賜諸葛亮、法

正、關公、張飛，各給黃金五百斤，銀五千斤，錢五十萬，錦鍛萬匹，其餘大小将

官，人人有賞。(見三國志，華陽國志)，可見先主對將士的關心。後來號稱「及時

雨」的宋江，論秤分金，也不外這方法。甚至近代國父孫中山到海外籌得巨款也給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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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的公事包中空無所有，反謂其包褻載滿革命空氣則成功矣，黨人以其籌款專

鶯革命工作者用，益加努力而打倒滿清帝國，此與先主亦儒亦俠，英雄之見略同。

附録：現據台灣世界版的《三國新誌》卷四，「學術志」一三四頁載，「劉

備自言嘗周旋陳元方、鄭康戌，時鄭避亂徐州，而備為徐州牧，以師事之，後定

益州，鳩合典籍，沙汰架學，則亟謀文教之事，是以漢雖僻處邊陲，復在干戈擾之

際，學術猶具規模，未嘗廢也。」此見劉先主重視文化，謂不愛讀詟者，誣之。

關壯繆 知恥有勇

開壯繆公少讀春秋，從重文輕武，立場不同而具有良史才的。晉，平陽侯

陳壽首先載於三國志，可見關公是個讀書人，且讀儒家最重要經典的六經之一的

《春秋》，又從關公在河東解州殺郡豪呂熊，走五年而至涿郡的二十歲前也是亦

儒亦俠的少年傳說時期，而至知遇劉先主，這英雄遇合想不是偶然像演義說得那

麼簡單，因先主是東漢大儒馬融的再傳弟子，又從游過盧植、鄭康成大師，若非

共同思想儒行合一，不會由朋友而至稱兄道弟，還得到先主獨一無二的信任；試

看軍事方面由始至終，除先主自行領軍作統一軍事大會戰的總司令，若分兵作戰

的，關公向來都是獨當—方面軍的統帥，由此證明關公不祇是劉先主的手足，而

是先主的靈魂，所以後來關公敗亡，先主有感突將無前，即傾兵伐吳為報仇而身

與俱亡始已。

而關公的表現最突出的，當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領兵攻先主，擄其妻子

並及關公，那時關公不過是一個俘虞，但曹操真的對他非常優待，演義說的「三

日小宴關公，五日則來大宴，上馬提金，下馬提銀……」。雖不可作爲根據，惟

現實的最低限度的曹操利用丞相名位，簽呈保薦上表漢獻帝，敕封關公為漢壽亭

侯，由這點看來，曹操對被擒的關公，也箅另眼相看了。但關公是讀過書的，對

曹操的優待，認爲聰辱，及知劉先主在袁貂軍中，當兩軍相拒於官渡時，不管關

公有無拜書辭曹，過關斬将，送嫂那回事，總之關公做到知恥有勇，立即逃回到

先主麾下，那時先主也無尺寸之地，也不受曹操子女玉帛的糜，冒險逃過敵人防

線，而做到本著孔孟學說貧賤不移，富贡不淫，威武不屈的讀書入氣質。

張桓侯 允文允武

張桓侯於長圾一役，暍退曹兵，最先《三國平話》而至明代耀貫中的《演

義》寫成燕人張飛是個粗入，張飛的學歷於書無據，但世傳他精繪美人，從古碑

見張飛有八濛山勒石字跡塌本，足以證明張飛是個漢代的書畫家，不是個魯莽减

裂的武夫，至他是否生成黑口黑面，相信也必不是，因他兩個女兒都是劉後主的

皇后，若果從俗說：「張飛走入玄壇廟，黑鬥黑」，他兩個女兒靚極也是「黑牡

丹」的，也不會先後選册為皇后，(附註)，至後入刻訓造型的真可笑的。如關公、

張飛、劉情面上分「紅、黑、白」，關公、周倉、關平的面上又分「紅、黑、

白」，是傳奇、小說、戲劇上的造型，影響到神像的美術化使人易於縱別，現在

故宮博物館存有繪出張飛像，也不是黑臉的，且張飛一生敬愛君子，禮賢下士，

拜釋嚴顔，有國士風，他是個書畫家，且懂得寫精細美人，當不是個磨刀霍霍的

屠夫了，他散家起義，及劉先主淹有天下之鼎，他守的地盤江州(即今四川省巴

縣，是重慶市南)，比不上富庶的荆州，名位之高也不及馬超，他也不斤斤計較，

並無半句怨言，從張桓侯這種不爭名不爭利的氣度觀察，又可想到他的家世了，

尤有足證張飛敬愛讀書人劉巴被辱，而蜚聲國際的一事，就見他是個頂有學養的

人，因當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入蜀，劉巴諫劉璋不可，謂迎劉備入，必為所害，若

使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及先主攻成都，不以劉巴洞悉其謀，且佩其才學，令

軍中有「傷害劉巴者跦三族」，且聽諸葛亮言，委為左將軍西曹操，劉巴亦不

就。張飛也敬愛這位名士，以聞名不如見面，親到他家住宿，俾聆教益，豈恃才

傲物的劉巴竟夕不與一語，事後反對外詆張飛，而自高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

海英雄，安可與兵子共語」，劉先主聞知，以巴竟夕未嘗與張飛一語，安可以兵

大哥資格目之，雖怒而愛其才，及為漢中王，拜劉巴為尚書。查張飛去訪劉巴那

時已為右將軍，竟被劉巴看不上眼，竟夕作不瞅不睬的態度對付張飛，敵國孫權

張昭等聞知，也替張飛難堪，世俗有所謂「張飛頸，當面爆」之說，又豈真實知

桓侯為國家得人材之深思呢？再查怒鞭督郵也不是張飛而是劉備，見三國志婓註

引典略與昭華陽國志所記相同。

附註：續後漢書：后妃列傳：末帝(即後主劉禪)敬衰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女

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與元年納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張皇后敬哀皇

之妹也，建與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舂正月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

軍朗持節授顰綬，炎與二年隨末帝遷陽。

趙子龍 拒婚國色

順平侯趙雪雲，字子龍，自擇先主而事，與諸葛亮共事之時闆最久，以接近

故，甚得諸葛亮所稱讚，故其忠順奉法，律己甚嚴，於當陽之役，一劍會當百萬

師，還身抱幼主保存甘后皆得免難，其後功績著天下，先主認為一身都是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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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南，得任偏將軍領桂陽太守而代趙範時，範見子龍儀觀雄偉，即今所謂美健男

子是也，自憐寡嫂樊有絕世傾圆之色，許配雄姿英發的趙子龍正是天生一對，子龍

以納同宗寡嫂，跡近於禽獸，各亦勸之意，至成此一段英雄美人的婚姻，終為子龍

所拒，竟以趟範色誘也，遂嚇走了逍範，劉先主見其品行端正，富貴不淫，國色當

前而不為所誘，護其主的妻兒則奮不顧身，故入益州時，使子龍領留營司馬，這職

務等於今之大元帥府的侍從室主任與衛戍司令之間，蓋自建安十二年孫權坐享赤璧

敗曹的戰果，以曹兵勢大，顧东吳祇有五万兵可自守，而不可以拒曹，俟翌年繼领

荆州牧劉琦病死，先主繼其任，孙權正好利用先主擔任防守这第一度戰線，除表先

主主領荆州牧，並進妹固好，(史無劉備過江招親的一回事)，此由孙权憑裙帶力拉

相好，以便從中取利的工心計。豈劉先主自江口迎孫夫人歸後，雖绸繆恩愛，但孙

夫人才捷刚猛有諸兄之風，從嫁的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倚立，此百多名佩備武裝的

英雌，雄風糾糾，故使身經百戰的劉先主每入，则提心吊膽，時恐孫夫入嫁人不從

夫，擔任闆碟而變生肘腋之間，此正一閨房中的胭脂陣防不勝防也，故入益州時，

特以子龍為大本營的保安司令，暗中監視孫夫人行為，此不但大英雄如劉先主不謀

及婦人，且提防禍水，即今湖海英雄，甚至「大天二」之流多重其手足過於妻妾，

果然不出先主所料，孫夫人乘此時期與乃兄孫權配合夾帶太子劉禪，實行幹其擄人

勒取荆州之計，膽大心細的趙子龍得到情報，也聯合張飛演其「攔江奪斗」的一幕

好戲，孫夫人被趙子龍揭破奸計，自無颜面，從此一去不復返。

至先主即位漢中王，軍事方面的部署：關公為前将軍，假節鉞。馬超為左將

軍，假節鉞。張飛為右將軍，假節鉞。黃忠為後將軍，假節鉞。趙子龍未得列入(世

稱為五虎将亦訛)，然子龍深知馬超在隴右羌氏方面有重大的威望。黄忠於定軍山一

役斩夏侯淵，收赫赫之功大寒敵膽，馬、黃聲威足為北伐的響應，他是個深明大體的

長勝軍，絕不誇功，若其建議，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人心，留軍資以須冬賜，捨

吳而攻魏者，諸葛亮的思想有所不及，至建興元年後主劉禪登位，念其兩次救拯，由

中護軍征南将軍而封永昌侯遷鎮東將軍，建與七年卒，蜀將品行以子龍最優云。

從“四姓一家親”
談到思維的“突破”和“夢想”的追求

劉霞妹

“四姓一家親”的實踐只是文明進步的過程。如果類似這樣的組織越來越

多，“地球村一家人”的夢想也是可以實現的，我們真的需要有這樣的一個夢想，

天下纔可以太平。可是“四姓一家人”的夢想是真的實現了嗎？可以實現嗎？我們

不妨多想想，多檢討。如果沒有，我們該有什麽策略能使它實現呢？

回顧海外龍岡建立的初衷和目的，不外乎提供一個場所給來自同一地方的鄉

親閒暇之餘能夠相聚在一起，互相聊聊天，互相同樂，互相關懷，互相支持，包括

不要讓外人欺負。來到一個人地生疏的環境，這種鄉親的護衛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海外鄉親社團林立，“劉關張趙”四姓的“龍岡”就有五十

多個，如果能團結一起，向着同一目標進發，實在可以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作

出不少的貢獻。

我們的初衷和目的，對當時的龍岡成員，對我們老一輩的“功臣”來說，已

經達到；對我們未來的，或下一代的人來說，我認為，沒有新的目標和新的經營策

略，不但不能繼續推展，連如何延續下去，都是一個問題。這也是海外鄉親社團共

同面對的一大問題。君不見有的社團已經入墓，或人去樓空了嗎？我們沒有新的目

的，新的方向，又從何處可以獲得“動力”，和“新血”呢？“年輕人對我們的組

織沒有興趣”，不是阻擋我們延續和推展業務的主因，主因是在我們沒有突破的思

維，願意不願意“革新”和“突破”，跟隨潮流前進。

要“突破”就一定要設法招募接班人，用新的經營方法來經營。有很多公所的

會員都是由會員介紹進來的，大大減少了四姓人的入會的機會；龍岡應該大開“龍

門”，讓所有四姓世誼，不管來自何處，都能入會；只要有才能的，不管是男是女，

都可以入，都能參加執委會的選舉，這樣就不怕沒有“新血”，沒有“人才”。如果

怕入會者的背景有問題，可以採取西人公司用人的方法，可向有關部門偵查；有問題

的，可以拒絶入會，無需作任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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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老的一輩，跟不上時代，能不承認嗎？我們還能指導我們的下一代該如

何發展他們的未來嗎？家庭和社團對後一代的培育，沒有分別。看看的我們會裡的

長輩功臣，有幾位懂得用電腦？有幾位懂得與西人溝通？“長江後浪推前浪”，我

們能不讓賢嗎？

思維的突破可以包括讓年輕人用無形辦公室的操作來經營一部份的活動，如

用公所的名義，成立各種球隊，在社區比賽，向Tim Hortons 和 McDonald’s 學

習。Tim Hortons 與 McDonald’s是出錢和分發有她們名字的制服給不少少年籃球

隊，羽毛球隊，足球隊，冰球隊，都不用自出馬都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宣傳自

己的聲望。我們也可以成立或贊助各種文藝研究社，如粵曲社和書法研究社，邀請

各大社團聯合舉辦一些有利民生，或符合宣傳中國文化的活動。我們也可以向新加

坡李氏資金會學習，不設奬學金，只設助學金，非姓李，非會員也照樣可以申。無

需親自到場指揮的活動，還有很多很多；有的，還可以向政府申請津貼。這都是要

有新頭腦，有新思維，而肯去幹的人才能辦到。所以，如何招募新血，還是首要任

務。一個會員平均歲數已達到70以上的社團，能難有此衝勁，沒有新血，也不會

有繼續發展的希望。

“東亞病夫”已經可以在亞運，世運上揚威；可以製造出世界最快的電腦，

還有不少打破世界先進國家记录的科技，我們應該加緊鼓勵所有四姓的人入會。西

方國家都已承認，“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龍岡”人，不數典忘祖，站

在這條道路上，能不能也發揮一點力量，作出一點貢獻呢？不妨多思考思考。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沒有“夢想”，就不會有“行動”，就不會有指標，

不會有方向；沒有指標和方向的人生，就會“糊里糊塗”地過一生。社團的生命也

不例外，可有可無，沒光輝和榮耀，沒有可以使你感到它的存在價值。你的參與就

等於看一場電影，去一次郊遊，過後沒有麽值得你嚮往和留戀的了。

願我們先做好從劉關張趙“四姓一家親”開始，齊步邁向“地球村一家人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挺進。這是我的看法。敢請各位多多指教。

釋忠義仁勇
趙龍文

朱子云：『盡心之謂忠。』韓文公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而孔子所云：『見危授命』，則又勇之真銓也。讀史至蜀志，見漢末大亂，劉關

張趙諸君子，皆以一介平民，無尺寸憑藉，周旋於群雄之間，而卒能排除萬難。

成功于數十年顛沛流離之後者，豈非以忠義之氣，仁勇之行，歷久不衰，有以激

發千萬人之心哉？

方曹操之下荊州也，州牧劉琮輒以荊州首都襄陽降敵，先主涕泣拜辭劉表

之墓，率部南行，琮之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至十餘萬，輜重數

千輛，難民多為老弱，日行十餘里耳。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

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

今人歸善，吾何忍棄去？』先主一生戎馬，豈不知軍行濡滯，難以脫離敵軍？又

豈不知江陵城堅，宜速佔領？然辦大事者，必先著眼于人心之向背，而不宜計較

於一時之得失，與一身之存亡。故毅然與十餘萬難民共存亡，不顧離漫山遍野相

隨如潮之老弱，此一抉擇，固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矣。故雖有長阪之敗，而終啓

赤壁之大捷，使曹操八十萬大軍，消滅于滔滔大江之中。此其問，軍略、外交固

操勝算，而先主之大仁大德，深入民心，故能上下一心，同仇敵愾，共破此空前

之強敵。此讀史者不可不注意及之也。

建安五年，先主在許都為左將軍與帝舅車騎將軍董承，長水校尉種輯，將

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受獻帝衣帶中密語，命誅曹操。適操命先主往徐州擊袁術，

行後，衣帶詔案發，董承等皆碑捕殉難，先主不得已，據徐州發茌，曹操即以大

兵攻擊，先主兵敗，北投曹操之政敵袁紹。倉卒中僅子龍相隨。關羽無奈歸曹，

操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遣張遼密察羽去留之心。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生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

公，乃去。』及羽斬袁紹大將顏良，解白馬之圍，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

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世所傳掛印封金，過關斬將者，遂成為

千古佳話矣。此忠節凜然，家喻戶曉者也。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止，兮定郡縣。至江州，

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嚴。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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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砍頭。顏色不變，曰：「砍頭就砍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

客。史家陳壽評曰：「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蓋不誣也。

長阪之戰，趙雲於百萬軍中，救護先主妻子，世稱其勇。及夏侯淵敗，曹操

自來，與先主爭漢中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派兵隨忠取

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勢逼遂前突陣，

且鬥且卻，還趣圍。部將張著被創，雲騎馬迎著，曹操無敢當者。及雲入圍，操

軍大至。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雲令大開營門，偃旗鼓，曹軍疑有

伏，引去。雲營擂鼓震天，惟以強弩於後射曹軍，操軍驚駭自相殘踏，墮漢水中

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子

龍之勇，蓋先主已有定評矣。

然則劉關張趙者，從其一生之特點言，則劉之仁，關羽之忠，張飛之義，趙

雲之勇。從其畢生之事蹟言，則四人者，莫不有忠義仁勇之節概。蓋東漢之學尚

神義，先主受業於盧植，盧植者東漢大儒，經師而兼人師者也。雲長學宗春秋，

深得公舉之大義者也。翼德子龍之師承不可考，然史稱翼德敬愛士大夫，子龍諫

將士分成都附近沃地，諫先主伐吳，皆學養有得之語。蓋學有本末，故能萃忠義

仁勇之精神于一身，嗚呼偉矣！

抑史稱先主於鄉里合徒眾，羽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

馬，分部繞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及先

主由徐州北奔鄴，投袁紹。與雲同床眠臥，密遺雲合墓，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

軍部曲，紹不能知。蓋君子相見，推心置腹，脫落形跡，如兄如弟，愛才至切，

自然感人至深。故一旦論交，終身不變。雖歷盡險阻艱辛，而誓同生死，決不動

搖，決不變節。孔子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然則劉關張趙者，皆造次顛沛而不違仁者也。造次顛沛不違仁，則孔子之徒也。

孔子之徒也，居仁由義，而不計利害者也。忠義仁勇見稱於時者，能為人所不敢

為，為人所不肯為，而所得自然之結果也。今龍岡宗親散佈全球者二百萬人，皆

能居仁由義，以急人之急，則團結所產生之力量，方將旋轉乾坤，挽回劫難，我

宗親其勉之哉！

龍岡的歷史包袱
刘桂南

2019年7月

龍岡因歷史而生，或许，也因歷史而沉沒於史學家筆下，不堪現實的壓碾。

自三國朝代以來，星移景韆，到了21世紀，全球的景象，翻山倒海地起了变

幻，裂變了人类脑细胞的功能和倾向性，令人觸目驚心。

世界各地龍岡所推崇的“忠義仁勇”精神，如今已抹上濃郁的雲霧，脫落它

原有的燦爛與意義。

若說“忠”是忠於國家與愛國的指引，那麼，什麼地方是國家呢？，以老一

輩人而言，指的該是祖國吧，哪不外是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但，在

祖國以外出生的華裔兒女，卻不以為然，他/她們認同出生國即是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若你心向她，但，她無需你的 

“忠”，反而你須向她靠攏。倘或你心向中華民國，那麼，她的確需要你的“忠”

於<綠>或<藍>或<白>，任君挑選。其實，國家概念，猶如老人家失掉放大鏡讀報

似地，難以揣測字裡行間的真實意義。我想，騎牆派的人士，猶如鄉野間的藤蔓

灌木和喬木，鬱鬱蔥蔥，讓人迷失正確方向，人心隨風漂泊，逃遁不了現實的作

祟。你在某一個國家的地位，須得看你所選擇的國家如何重視你，你豪無取決的

權力。

在極其刻薄的社會裡，<四姓一家親>是舊社會的遺產。在<世界共同體>的理

念中含蘊<四海皆兄弟>之思維，那麼，<四姓一家親>的價值即喪失了往日舊時的

親密感，其實，有時遠水救不了近火。但，若你立足於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霸

凌的國度裡，那麼，<四姓一家親>與<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則會煙消雲散，你僅好

望洋興嘆了。

“忠義仁勇”的操守是具歷史性的美德，在當下的社會裡它僅僅是像徵性的

口號，一種自慰自勉的空洞語詞而已，難能有實際的效應。總歸言之，當今的社

會道德雜亂無章，誰來講忠誠、正道、仁愛與勇敢呢? 君不見私心雜念的行為鋪天

蓋地嗎? 若是龍岡堅守“忠義仁勇” 的原則，未免是作繭自困，豪無實際意義。

總之，只要每個龍岡人或領導者，依理隨法行事，則可無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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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私利為基本的公商教政的範疇，“維德維賢”的意義輕如鴻羽，淡如辰

星。試問世間有幾何正人君子能不追隨現實潮流，不蹚渾水呢?

這林林總總的原則、操守、遺訓，皆為一般為人處事最基本的道德水準，無

論是龍岡或是其他任何社團組織都應有的標準。本人見不到為何龍岡視之堅固如鋼

不可或缺的教條的理由來誘導會友們。

坦然，有多少年青的一輩，甚至有幾許年長的龍岡會友們明了龍岡歷史，透

悉吸收龍岡訓條，除了每在祭拜先烈時，由主持者吟誦一次，然而，在旁者則聽得

一片懵然。

總之，先前所述都值得更深層次的反思。實際上，龍岡存在的目標，有待明確

地定位。此時此地，龍岡正當於一個沒設有指標的拾字路口，躊躇不決，何去何從?

四賢故事對中國民間的影響

楊俊友

中國民間，一向崇尚忠義，不但忠君愛國，尤其朋友交往，所謂『受人之

託，忠人之事』；所謂『一諾千金』；這就是人群間關係，要講忠信。至於結拜

兄弟，信誓旦旦；『同生死，共患難』，更是講義氣，彼此忠心耿耿，奉行到

底。同時，中國民間，一向崇拜英雄，對於忠勇狹義的英雄好漢之言行。同時，

中國民間，一向崇拜英雄，對於忠勇狹義的英雄好漢之言行，無不敬佩叫好。

劉、關、張、趙四賢的歷史故事，其所表現的精神，就是忠勇信義，正合民心所

求，甚合中國人口味。所以，雖是十多歲的兒童或少年，以及粗識字義的販夫走

卒，莫不歡喜看四賢故事，聽人講四賢故事。如桃園結義，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劉玄德三顧草廬；美髯公千里走單騎，關雲長義譯曹操，關公單刀赴會；張飛怒

鞭督郵，張翼德義釋嚴顏；趙子龍單騎救主，一身是膽了；趙雲截江奪阿斗......等

等故事，講故事的人能夠一樁樁一件件，源源本本的述說出來，聽的民眾，無不

感覺津津有味。幾乎可以說，四賢故事在中國民間，家喻戶曉，其影響之廣泛與

深入，可以想見了。

然則，四賢故事為什麼能夠這樣得到民間熱烈的歡迎呢？其中必定有許多原

因。據我們的分析，有如下例各點：

一、人心望治，思賢如渴：

按東漢諸帝，大多童年即位，常見短壽與絕嗣。絕嗣外立，又多選擇童年，

逐致母后臨朝，因母后臨朝外戚得以專政；由因君主與外朝不相接近，乃謀諸宦

官。當時表揚氣節評議朝政的士大夫，與政治上腐化勢力的臣官，形同水火不相

容。桓帝禁錮名士，姑息宦官；靈帝時，外戚何進被宦官所殺，袁紹乃盡殺宦

官，從此天下大亂。續黃巾之亂、董卓之亂及州郡雄據之後，東漢名存實亡。

當時割據群雄，多無遠謀大志，既不能興復漢室，又不能另割局面，只是魚肉良

民，稱霸一時而已。唯有劉、關、張、趙四賢，平亂救民，立誓興復漢室；而

且，劉先主仁慈為懷，愛民如子；思賢若渴，禮賢下士；講義氣，重信義；所以

天下歸心，無不希望蜀漢諸賢成功，以解救人民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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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關、張、趙四賢，整個代表了中國人理想中的賢人風範：

以劉先主來說：他「總攬英雄，思賢如渴」，帝王能禮賢下士者並不多，劉

備的三顧茅廬，成為千古美談。劉、關、張三結義，這種異姓結拜兄弟，彼此講義

氣，情同手足，誓同生死，給後世的「示範力」有很大的作用。中國民間，凡是結

拜的人，都要跪拜劉、關、張，而以他們為楷模。劉先主與關雲長、張翼德二人，

寢則同床，恩若兄弟。當關羽被孫吳所害，劉先主哭得死去活來，誓為弟復仇。有

人勸他：「先伐魏而後討吳，勿以私仇誤大計」。道理甚是，但是劉先主說『朕自

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所害，若不報仇，有負盟誓。

雲長與朕猶一體，大義尚在，豈可忘？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

』為了義氣，不惜犧性富貴與生命，如是的犧牲，骨肉兄弟尚難做到，若與曹丕篡

位後之逼害親兄弟比較，更顯出劉、關、張結義兄弟之偉大，令後人敬仰不已。

劉先主愛護人民，禮賢下士，講義氣，諸葛亮再三稱讚劉備：『信義著於四海』，

在當世甚得人望，所以諸葛丞相肯「鞠躬盡瘁」，以匡扶漢室，蓋「士為知己者

用」，絕非偶然。尤其可貴者，是劉先主的愛護人民。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說明

「暴政必亡」，如果帝王者沒有愛民之心，是不能成大事的。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後人有詩讚之曰：「臨難仁心存百姓，登舟揮淚動三軍；至

今憑弔襄江□，父老猶然憶使君。」誠如劉先主自己所說：『濟大事，必以人民為

本。人民隨我進退，吾何忍棄去？』先主雖顛沛險難，自身朝不保夕，卻始終愛護

民眾，這種愛民精神，亦是千古少見。至於關雲長傲上恤下，鋤暴濟弱；讀春秋大

義，恩怨分明，信義昭著，知兵善用，武藝編倫，從劉先主，屢立戰功。再加關雲

長「單刀赴會」及「刮骨療毒」二事，是何等英雄氣，實非常人所能，自然令人敬

仰不已。再如張飛，雖然性烈如火，但是，卻義重如山。他恨督郵的員污受賄及擺

官架子，所以怒鞭督郵，打了再說，他疾惡如仇，不恤小人，卻敬愛君子；張翼德

義釋嚴顏，尤足證明他的敬重老輩豪傑，惟憑義氣以服軍民，並不持強凌人。他不

但驍勇善戰，十足是軍人本色，且亦間能出奇謀，如生獲嚴顏即為一例，故能屢立

戰功。至於趙子龍，精通槍法，一身是膽，能於敵人百萬軍中，衝突馳聘，如入無

人之境，這是何等的勇敢？故能單騎救主，又能截江抱回幼主，當陽長圾坡一役，

連斬曹將數十員，尤著威名。更可貴者，是他的秉性忠誠，待人寬和，以友見義勇

為，為中國軍人立下千古楷模，甚值得後輩效法。

三、蜀漢諸賢多出身平民：

中國人民歷代受盡暴君專制的壓迫，讀書人亦不免受官吏的輕視，所以一旦遇

到平民出身的君主、將相，格外感到親切；劉、關、張與諸葛亮，都是出身平民，

他們以平民身份建國創業，與貴族出身的曹操、孫權三分天下，在人民的心理上與

文人的遭遇上，莫不盼望蜀漢成功，藉以實現「平民政治」為民除暴，救斯民於水

火。美中不足者，當時他們仍然不脫君臣、帝王、將相的思想，並無平民革命轟轟

烈烈的壯舉，也無建立「民國」的民主政治，亦看不出有甚麼「文治」的表現；三

國演義的作者，也是平民出身的文學家，所以站在平民的立場替平民說話；不過，

以當時的社會環境，有此「平民政治」的時代意識，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生在一

向帝王思想的中國傳統社會，任何人，雖有反抗當時黑暗政治的思想，但無人敢明

目張膽的談「革命」，因為當時人們舊頭腦認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會招來殺

頭的禍，則誰敢？因此，出身平民的蜀漢諸賢，雖然有心為民除暴，以建「民主國

家」，但也不得不掛起「匡扶漢室」的招牌，以便北伐那「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的

奸雄曹魏父子。百姓的眼睛雪亮，誰賢誰不肖，心中有數。為民除害替天行道的蜀

漢諸賢，自然便受廣大民間群眾普遍的歡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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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賢的忠義精神之時代意義

趙恆惖

中華民族，國脈之所寄托，國魂之所憑依，厥為數千年來傳統之人論道德。

所謂人倫，即君臣（今義曰長屬）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所謂道德，即孝弟

忠信禮儀廉恥之八德。此種支撐宇宙之綱常名教，自來儒家認為永恆不變，萬古

常新。蓋道德之體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有天地共理萬世共久之價值。而道德之

用，則日日新而又日新。禮記大傳云：『立權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得與

民變革。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不可與民變革。』即是此義。

五倫中可析為內三倫，外二倫。內三倫，純為父子兄弟夫婦之家庭血統關

係。外二倫，一為上下相隸之長屬關係，一為自由結合之朋友關係。茲姑捨父子兄

弟夫婦長屬，而專論朋友關係。

據中國古籍所載，朋友之道，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彼此可以砥德礪行，有

助品德之進修，一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足裨學問之切磋，二也。白頭如

新，傾盡若故，生死不渝，患難與共，友誼超骨肉，三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集中意志力量，實行互相合作，風虎雲龍，事業上有相得益彰之妙用，四也。

朋友一倫，在五倫中地位之重要如此，是以聖人對於朋友之義，昭示特多。

一則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再則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三

則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四則曰：『無友不如己者。』且對此猶以為

未足，更擴而充之，廣大其義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自此民胞物與，一視

同仁之大義揭櫫。盈天壤間，無論朔南東西，不分男女老幼，無不可交接之朋友，

數量既夥，質量仁擇。大哉孔子，洵可稱為擅長理倫組織、社會組織之大政治家。

吾湘潭嗣同先生著仁學。謂五倫中，朋友一倫最好，可謂深得洙泗之皆者。又昔年

鄉前輩會左胡彭諸公，率八湘子弟，北定中原，西奠天山，亦賴道義相交，重整乾

坤。近世政黨，各以黨義黨綱號召黨員，吸收同志，發展組織，以盡其興亡有貢之

義。其為瓣香尼父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義，而運用之於建民國進大同，尤為顯然。

也談談“我們的龍岡，龍岡的文化和龍岡的未來”
劉南生

（A）我們的龍岡 -- 有繼續存在和繼續發展的價值

我參加龍岡已經十多年，但感到對龍岡的認識依然不足。看過從收集得來的

資料，負責編輯這次美洲懇親大會特刊，和接觸了不少美加兩地的領導，才比較瞭

解。龍岡親義公所不把劉氏公所、關氏宗親會、趙氏宗親會、古城會，和其他劉關

張趙四姓的組織排除在外；依然承認“四姓一家親”。這個理念是值得推崇和宣揚

的，因為它符合人類文明進展和人性素質提高的要求。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

有博愛的精神，廣闊的視野，和遼遠的愿景，才能做到。但這種精神和動力，在二

十一世界初，早已展開，已經上路，龍岡的配合，該是水到渠成的。 

龍岡組織，遍佈全球，人口上億，資產雄厚，如果能團結起來，推動未來的

發展，那將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對社會，對國家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我們

不能因為它最初建立的目的已經達到，就可以在原地踏步，或讓它自生自滅，尤其

是有了總會之後，各地龍岡公所，更要互相照顧。有了總會，我們就該知道團結的

重要，就得用團隊的力量去發展。中國人近年來要比過去團結多了。龍岡能不走上

團結發展的道路嗎？能不為社會、為家鄉、為國家做點貢獻嗎？

把龍岡公所當作兄弟，有的龍岡公所已經年邁，有的似乎也有經濟困難，我

們一家人能不互相照顧嗎？所以，在討論“龍岡的未來”時，我們也要認真地研究

研究，研究龍岡與龍岡之間的問題，互相溝通，互相照顧，互相進步，才有意義。

這才是龍岡當前的需要行動和推展。

（B）龍岡的文化 -- 有值得推崇和傳承的價值

龍岡文化有以下的兩大特色，是值得推崇和傳承的：

（一）龍岡文化有愛國愛民和愛鄉的特色。

“龍岡之歌”的歌詞就有，“桃園結義，同心維護漢家幫”的呼籲和期

望。“同心維護漢家幫”就是鼓勵龍岡的成員要愛國、愛民。龍岡本身，就是一個

愛國的組織。

不要因為目前的政治複雜，個人政治的嗜好，就改口說，“龍岡不談政治”，

把龍岡的愛國情懷抹除。這是很不責任的。今天世界，無人可以脫離政治。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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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你活在政治的圈圈裡，你就得面對政治，關心政治。

即使我們的政治理念各有不同，彼此也應該互相尊重。“尊重”不等於“認同”；

但是依然可以互相往來，互相交談的，沒有將對方謾罵、侮辱或互相扼殺的必要。

世界各地龍岡都在推崇“忠義仁勇”的精神。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

景，對“忠義仁勇”的體會也可能不同。對我來說，“忠”，就是忠於國家，就是

愛國的指引。龍岡四姓的同胞，不談愛國、愛家、愛鄉，就是數典忘祖。沒有國，

就沒有家，隨時都會被別人當着是“一條狗”，連進餐廳的權利都沒有。我們不是

有過這樣的歷史嗎？能夠加深警惕嗎？還要互相結黨結派搞內鬥嗎？

我們應該向芝加哥的龍岡親義公所學習，兩岸政府都應該一視同仁，一同邀

請雙方有關的代表機構前來參加公所的慶典。沒有祖國的觀念，就是沒有根；沒有

根，就是沒有本。忘本的組織，不符合中國文化的教養和龍岡文化的推展。

龍岡要認真地遵守先祖的遺訓做人，我們有沒有認真地做到呢？我們要不要以

身作則去栽培我們的下一代和未來的接班人呢？又該如何以身作則呢？如何可以互

相關懷呢？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出一個方案來。才符合文化教育的目的。

（二）龍岡的文化有東方文明的優秀傳統。

先祖遺訓，“維德維賢，可以服人”，就是給我們的家訓。它教我們要做“賢

人”，要尊重有學問，人品好的人才。這一條家訓，強調我們要重視個人修養，才能

符合文明教育的推廣。不能只顧自己，不理他人死活，或掛着以“人權”為藉口，憑

着自己的武力強大，就大開殺戒，逼人割地賠款，定下白紙黑字的合同，像十八世

紀的英國，把“鴉片”當着“萬壽膏”賣到中國，想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東亞

病夫”。這不是“人道”，也不是提倡文明者應走的道路。身為龍岡人，必須回顧歷

史，提高警覺。不要忘記，龍岡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在五湖四海傳承；龍岡的發源

地，就是中國；沒有中國，就不會有龍岡，不會有“四姓”的同胞；四姓的來源地就

是中國，就是我們的根。永遠不能忘記。

先祖勸我們，“不要以惡小而為之；不要以善小而不為”，就是指導我們

要朝着一條文明的道路進發，不能強行霸道，不能樣樣都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

以，“龍岡文化”重視個人的教育和修養，在推廣文明教育和世界觀的道路上，可

以有所作為。龍岡人應該抬起頭，挺着胸膛走路，應該感到做中國人的驕傲。搞破

裂祖國的行為，支助侵略祖國的勾當，都不是龍岡人應走的道路。

但是我們居留海外的，也不能不深入瞭解國外的習俗和文化，否則就跟不上

當地的主流。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栽培人才，需要有“新知新見”的人才近來來推

廣。美國龍岡比較多人才，加拿大比較缺乏。在研究龍岡的未來，也得研究，如何

可以招募更多人才進來的必要。沒有新血，就沒有未來。單靠老會員來介紹新會

員，不是辦法，招募不到有“新知新見”的年輕人，需要研究。 

總之，龍岡的未來，正是到了值得研討的時候了。這也是所有鄉親老社團值

得研究的課題。龍岡帶頭研討，是明智之舉。龍岡起帶頭作用，可能會引起其他社

團的追隨，這不但對龍岡有利，也對整個社會都有利。

（C）拓展龍岡未來有四大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一）什麽是“龍岡的未來”？

首先我們要知道為什麽要談“龍岡的未來”；“龍岡的未來”是甚麽？“龍岡

的未來”沒有共識和一致的目標，就會“各走各路”，得到的，是一個分散不一的“

未來”，沒有統一方向的未來。一個“名不副實”的未來。這樣的“未來”會有共同

的前途嗎？會有影響力嗎？有教育的意義和文明的價值嗎？能推進文明嗎？值得大家

探討。談“未來”也不能以目前人手不能辦到為理由，降低“未來”的“期望”和奮

鬥的“目標”。

我們“未來”道路，不是給我們“含飴弄孫”，打麻將和玩十三張這班人而

設的。我們這一幫“功臣”。可以繼續提供參考意見，至於他們聽不聽，可能不是

我們可以控制的，也像我們子孫的未來，除了教育和栽培，除非你也是受過新時代

的教育洗禮的一族，我們能給他們什麽指點呢？這一點，我們老的一派，要有心理

準備。龍岡的“未來”，主要是為未來的龍岡子弟而開的。如何發展下去，就得靠

他們“與時俱進”的努力，我們只能從旁指點。

（二）誰是我們的接班人？

不少龍岡不是缺少錢，而是缺少接班人。有了“龍岡未來”的接班人才能培養

內部人才的需要和增添，才能繼續發展，尤其是缺乏新枝的公所，更需要新血，更要

研究我們需要招募哪一類的人入會當舵手，才可以達到未來發展的目的。

我們的接班人是誰？各地環境不同，也有不同的要求。他們是我們的子孫，

是只懂英文的一代嗎？還是選與我一樣，文化水準一樣，年齡心態也一樣的人呢？

還是靠老會員介紹呢？或以地區，同鄉和親朋戚友作為介紹的人為主呢？有人說龍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46 ~ ~ 147 ~

岡可以繼續幫助新移民，或宣揚中國文化。要幫助新移民和宣揚中國文化，需要有

什麽教育背景的人才能做到呢？只懂外語的，或只懂中文的可以做到嗎？還是兩者

都要，而且還需要一點社會常識和法律知識的人才能辦到呢？這些對很多龍岡公

所，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還有一些是代溝和和經營方法不為新時代的人可

以接受的問題。我覺得在只受中文教育和只受英文教育的兩者之間，必須要有一條

橋樑，那就是都懂得中英的一代，才能帶動龍岡進入主流。所以，接班人的優先選

擇，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兩者都不會感到舒服，也難相處與合作，更難謀求發展。

（三）“四姓”是真的“一家親”嗎？

要做到“四姓一家親”，缺乏類似“宗教”的“情懷”是辦不到的。這是一

條漫長的道路，就好像“天下為公”、“小康社會”、“大同世界”和“兒童就是

未來的主人翁”一樣，說說可以，要實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們不能沒有

這種理想和期望。

這種情懷，是要靠教育和自我培養出來的。所以，龍岡不能忽略教育的重要

性，包括“新知新見”的引進，放手和鼓勵年輕人和接班人去發展。目前連溝通都

有問題的，還有你我之分的，又該如何進行才能培養出真正“四姓一家親”的情懷

呢？“四姓”畢竟不是“宗教”，也不是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值得大家深思和研究。

（四）我們有一份可以保護公所，也可以保護在職者的章程嗎？

時代不同了，一份“與時俱進”的章程是現代社團不能不重視的，其中有不

少條規都被一般社團公認，是需要加進去的。政府也鼓勵我們每次有所更改的章程

呈報註冊處；否則，就會像多倫多的孔子學院一樣，很容易被人依法進來踢翻；也

很容易被人告上法庭；或被自己人告上法庭。除非章程有所規定和說明，有的事，

只要有一名會員反對，領導層也要付起刑責和罰款的；換句話說，即使社團有錢，

也不能用社團的公款來支付。這些思維不是老一輩人所能想象得到的。這些不幸的

事，如何可以避免，就得要有一份照顧齊全的章程。

章程裡還談到入會資格審查、財務、權限方面的事，需要根據專業和政府的

規定作出說明，這些都是年輕一代想要知道的。但就這一項革新，對某些公所來

說，可能就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合法，而且不需要太多錢的渠道。

值得研究和引進。

（D）我對策略研究小組工作的幾點建議：

要尋找一套可行性的方案，最好靠大家集思廣益的去思考，去研究。以下是

我的一點淺見：

（1）呼籲大家支持多倫多龍岡主席，永峰叔的的建議，成立一個由總公所領

導的策劃研究小組，認真地去執行和研究。

（2）研究得出來的結論，各公所必須按照指定的計劃，進行執行；遇到困

難，就得呈報總會，由總會設法幫忙解決。

（3）可行性的研究，不能脫離以下的四大原則：

  (a) 不離“忠義仁勇”的操守。

  (b) 不離先主“維德維賢”的遺訓。

  (c) 不離“公平和民主”的選舉。

  (d) 不能有“男女歧視”的偏向。

(4)  要從多元化的方面的着想：

  (a) 用“多元化” 的管理和溝通的方式。

  (b) 作出 ”多元化”的活動與貢獻。

  (c) 採取“多元化”的渠道來招募新血。

  (d) 用“多元化”的方法引進“新知新見”。

有人說“知難行易”。本人只能提出一些“難”的，沒有“行易”的辦法可

告。這次美洲第二十二屆的懇親大會已經定下要以“龍岡的未來”作為談論的主

題。龍岡人才濟濟，經過研討，必定可以研究出一個可行性的方案。龍岡有幸，國

家有幸。我在此虔誠祝福和祈禱。

勵志篇

“力爭上游青雲志；望子成龍父母心”

      ——南山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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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努力過去？為誰展望將來？ 

劉南生
（Ottawa龍岡親義公所座談會的心聲與分享）

這次我與內人到Ottawa拜訪從馬來西亞來的同鄉，也是Ottawa龍岡上屆的

主席，劉桂南教授，順道拜訪Ottawa龍岡，獲得張重光主席從百忙中抽空出來參

加，剛從醫院出來，本該在家休養的趙耘清副主席，也趕來見我們，并設茶點招

待，非常感激；要耘清叔抱病出來，也深感內疚。

以下就是我們在會上談到的問題和我的感觸：

1. 我發覺Ottawa龍岡親義公所，沒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有“我

們是小小的社團，何必斤斤計較，何必那麽認真”的想法，大家都有繼續求進步的

精神，是很難得的。

2. Ottawa龍岡親義公所，精通中英文的人才不少，有從臺灣來的，有從

中國大陸來的，還有從馬來西亞來的會員。也有年輕人說只要龍岡可以為他們建立

一些項目，他們也願意前來參加。這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

3. 我覺得，我們與子孫之間，因受教育的不同，有一條很大的代溝，需要

有一座橋樑，才能輔導後者的進來。誰是這一座橋樑的對象呢？又如何可以招募得

到呢？他們的進來會不會把老的一輩踢除呢？或連麻將和十三章都沒有機會玩呢？

有人提出見證，值得我們的提防和研究。

4. Ottawa龍岡也很重視社團法和政府條規的遵守。我還是建議，有空不

妨到Ontario Services去查一查，保證我們的註冊名稱都在政府的非牟利機構的名

單內；我們都完成了每年應辦的手續。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報稅的會計師。我并舉

出“紀念加拿大鐵路華工基金會”的例子說明。

5. 有的領導認為總會應該多關照其會員，多跟他們溝通，多往來，多指點。

6. 有的認為，今年美洲懇親大會是一個機會，應該設法安排參加者有多接

觸和多交談的機會，否則，來去吃飯都是自己的一團人，結果，彼此還是生疏的一

族，怎能算是“一家人”？

前排：劉桂南,	趙耘清,	劉南生,	張重光,	關崇達

二排：劉國柱,	劉羅秋兒,	劉張麗容,	關譚碧彩,	趙莫頌君,	劉碧靄,	劉霞妹,	劉王幼蓉

後排：張慶積

7. 有的昆仲認為，龍岡與龍岡之間的往來也不多，溝通不夠，隔膜越深，

需要改進。

8. 也有的領導認為龍岡有很多項目可以舉辦，甚至可以向政府申請津貼。

9. 經過討論，張主席答應將繼續努力派兩個人前來多倫多參加這一次的美

洲懇親大會，并即席捐助了美金500元給大會。

“為誰努力過去，為誰展望將來”是我這次在會上討論得來的一種體

會。“為誰展望將來”？當然不是為我們這一班，“為誰努力過去”的老臣

子。龍岡的未來，是屬於我們四姓的子孫的，我們要想得開，放得下，龍岡才

算得上是“四姓一家親”，龍岡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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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休斯頓龍岡 
關邦健

樂捐一萬美元
世總劉秀珍主席
樂捐三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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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總會長張均鴻伉俪
樂捐二千美元

世總趙恩廣元老
樂捐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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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總關先輝元老伉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國劉惠傳伉儷
樂捐二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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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丁刘秀美伉儷
樂捐二千美元

美國张锡利伉俪
樂捐二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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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刘兆康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关宗鲁伉俪
樂捐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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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健中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赵善强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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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關仲良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關德怡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64 ~ ~ 165 ~

美国張德江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劉志成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66 ~ ~ 167 ~

美国關質聰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趙錦棠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68 ~ ~ 169 ~

美国張堅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关健吾伉俪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0 ~ ~ 171 ~

美国關麗莎伉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張國欽伉儷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2 ~ ~ 173 ~

美国趙錚錚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国趙務遠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5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4 ~

美国張子華世長
樂捐一千美元

加拿大張永鋒伉儷
樂捐三千二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6 ~ ~ 177 ~

加拿大劉錫文伉儷
樂捐二千五百加币

加拿大張勝煥伉儷
樂捐二千一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9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78 ~

加拿大關榮碩伉儷
樂捐二千加币

加拿大劉偉雄伉俪
樂捐一千二百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80 ~ ~ 181 ~

加拿大劉南生伉俪
樂捐一千加币

加拿大劉黃玉梅世誼
樂捐一千美元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82 ~ ~ 183 ~

加拿大關其逸世誼
樂捐一千美元

加拿大張漢賢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84 ~ ~ 185 ~

加拿大張卓文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加拿大趙方強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86 ~ ~ 187 ~

中國佛山關新和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中國佛山關練強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 188 ~ ~ 189 ~

中國佛山關學明世誼
樂捐一千加币

香港關榮健副會長
樂捐一千加币



~ 190 ~ ~ 191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關文煥世長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关和燊世長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趙錫仁伉儷
樂捐六佰加币

加拿大關文炼世谊
樂捐八佰加币



~ 192 ~ ~ 193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关锦相伉俪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民燧伉俪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梁長榮伉俪
樂捐六佰加币

加拿大赵国源伉俪
樂捐五佰加币



~ 194 ~ ~ 195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關燦龍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刘景雲夫人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練奇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元才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 196 ~ ~ 197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张雅才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廣俊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张永乐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梓江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 198 ~ ~ 199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赵卓耀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刘毓年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劉雅買夫人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劉澤洲夫人
樂捐五佰加币



~ 200 ~ ~ 201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张卓兴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勝允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榮楨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赵国光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 202 ~ ~ 203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關金蘭姑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張素蘭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國幹伉儷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榮活伉俪
樂捐五佰加币



~ 204 ~ ~ 205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關壽栢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振滋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趙文彪伉儷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张淑娴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 206 ~ ~ 207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關浩俊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张国典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刘福苍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劉品正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 208 ~ ~ 209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趙庆林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趙炯湘伉儷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张荣绪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张伯栋世谊
樂捐五佰加币



~ 210 ~ ~ 211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加拿大張維權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翰锋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荣康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張保顏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慷
慨
解
囊

愛
護
龍
岡

不
勝
感
激

加拿大趙崇圣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关其杖世谊
樂捐六佰美元

加拿大關普倫世誼
樂捐五佰加币

加拿大關宗海元老
樂捐五佰加币



~ 212 ~ ~ 213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世界各地龍岡親義公所出席大會名單
（榮譽貴賓、嘉賓、代表團、祝賀團、樂捐、報名費）

世界龙岡亲义总会

香港龙冈亲义总会

中国九江南海关树德堂

劉秀珍主席 3,000

張均鴻會長伉俪 2,000

關先輝元老 1,000

趙恩廣元老 1,000

趙偉勝世誼 1,000

關榮健副會長 1,000

江雪麗 300

關新和世誼  1,000

關練強世誼  1,000

關學明世誼  1,000

中國九江南海關樹德堂 300

芳名	 乐捐美金	 荣誉贵宾	

芳名	 乐捐加币	 嘉宾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嘉宾	 祝贺团

美国龙岡亲义总公所

美国龙岡親義總公所  1,000

刘惠传世长  2,000

趙子华世长  1,000

赵务远世长  1,000

刘英业世长 300

刘文铨世长 300

刘永亮世长 300

赵务远夫人 300

赵恩泽世长 300

赵恩泽夫人 300

赵胜栋世长 300

赵胜栋夫人 30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美洲龙冈亲义总公所  55,000

关宗鲁世长  1,000

关健中世长  1,000

美洲龙岡亲义总公所

(團長)

关健吾世长  1,000

赵善强世长  1,000

趙錚錚世长  1,000

关健中夫人 300

关健吾夫人 300

关宗鲁夫人 300

关泰和世长 300

关健祥世长 300

关灼聰世长 300

关灼聰夫人 300

关文遠世长 300

关文远夫人 300

关慧敏世长 300

赵崇明世长 300



~ 214 ~ ~ 215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三藩市龙岡亲义公所

凤凰城龙岡亲义公所

士德顿龙岡亲义公所

三藩市龙岡親義公所  2,000

张锡利世长  2,000

张国钦世长  1,100

刘兆康世长  1,050

刘绍想世长  300

刘绍想夫人  300

刘    华世长  300

刘碧杏世长  300

刘杏梅世长  300

刘丽玲世长  300

刘文铨夫人  300

关炳枢世长  300

关炳枢夫人  300

关泰合夫人  300

张国钦夫人  300

张锡利夫人 免 

赵悦和世长  300

赵悦和夫人  300

赵汝辉世长  30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休斯顿龙岡亲义公所

关邦健世长  10,000

丁刘秀美世长   2,000

关宗悦世长   400

关毓骏世长 300  300

关宗恒世长 300  100

關 紫 紅 姑 300  50

关 黄 秀 英 300

关陈嘉玲世长 300

关郑垒梅世长 300

关毓高世长 300

杨森林世长 300

杨李云芳世长 300

林耀泉世长 300

王 德 世 长 300

王刘小芝世长 300

杨少芳世长 300

陈树辉世长 300

许建平世长 300

胡秀珍世长 300

伍倩如世长 300

朱祥文世长 300

唐國珍世长 300

关古洁娴世长 免

丁方印世长 免

胡翠喬世长 300

陈治卫世长 免

高撷凝世长 免

(團長)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 500

張萬坡世長主席伉儷 600

士徳頓龍岡親義公所 100



~ 216 ~ ~ 217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紐約龙岡亲义公所
紐約龙岡親義公所  1,000

關仲良世长  1,000

關德怡世长  1,000

張德江世长  1,000

張 堅 世 长  1,000

劉順明世长 300

劉振樂世长 300

劉沅欣世长 300

劉光明世长 300

劉惠萍世长 300

劉銳明世长 300

劉梅春桃世长 300

劉吉昌世长 300

劉何翠娥世长 300

關振立世长 300

關振文世长 300

關李偉貞世长 300

關振洲世长 300

關麗珠世长 300

關振輝世长 300

关丽莎世长  1,000

刘小芸世长  300

关丽华世长  300

刘素婵世长 美金 300

关宗堂世长 美金 300

赵惠玲世长 美金 300

司徒宗达世长 美金 300

紐英倫龙岡亲义公所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關岑容芬世长 300

關德怡世长 300

關小涓世长 300

關仲良世长 300

關懿德世长 300

关蓉芳世长 300

張美華世长 300

張    強世长 300

張    娉世长 300

張燕華世长 300

張漢澤世长 300

張鴻滿世长 300

張志祥世长 300

趙永照世长 300

趙慕佳世长 300

趙潔清世长 300

趙方照世长 300

趙海棠世长 300

趙錫源世长 300

林鳳娟世长 300

梅艷芳世长 300

區雁宜世长 300

熊英慶世长 300

张淑仪世长  550 

刘景芬世长  350

赵汉荣世长 350 

张清荣世长 350

许慈恩世长 300 

阮清风世长 300

砵崙龙岡亲义公所
(團長)

(副團長)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維多利亞龍岡亲义公所

古巴龍岡亲义公所

維多利亞龍岡親義公所          300

古巴龍岡親義公所          100

~ 218 ~ ~ 219 ~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特刊

洛杉矶(罗省)龙岡亲义公所
羅省龍岡親義公所  1,000

劉志成世长  1,000

劉光明世长  1,000

關質聰世长  1,000

趙錦棠世长  1,000

劉志祥世长  500

關華正世长 300 500

張鵬輝世长 300 500

趙汝逵世长  500

劉志成夫人 300

關質聰夫人 300

張鵬輝夫人 300

芝加哥龙岡亲义公所
刘炳辉世长 300

刘炳权世长 300

刘余婢婷世长 300

关涧源世长 300

关熊珠新世长 300

关 霖 世 长 300

张健忠世长 300

赵汝三世长 300

赵李慧贞世长 300

舍路龍岡親義公所
舍路(西雅圖)龍岡親義公所        25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美金	 代表团	 祝贺团

多倫多龙岡亲义公所

張永鋒伉俪 3,200

劉錫文伉俪 2,500

關榮碩伉俪 2,000

張勝煥伉俪 2,100

劉偉雄伉俪 1,200

劉南生伉儷 1,000

張卓文伉俪 1,000

張漢賢世誼 1,000

趙方強世誼 1,000

关文炼世誼 800

张国典伉儷 600

趙錫仁伉儷 600

梁長榮姑丈伉儷 600

渥太华龍岡親義公所
渥太华龍岡親義公所 美金 500

温哥华龙岡亲义公所

溫哥華龙岡親義公所 美金 500

刘黄玉梅世誼 美金 1,000

关其逸世誼 美金 1,000

关其杖世誼 美金 600

刘天贵世誼 美金 300

关锦松世誼 美金 300

关谢如笑世誼 美金 300

张伟傑世誼 美金 300

赵崇邦世誼 美金 30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代表团	 祝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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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雲夫人 500

劉品正世誼 500

刘福苍世誼 500

劉毓年世誼 500

劉雅買夫人 500

劉澤洲夫人 500

關和燊世誼 500

關宗海元老 500

關锦相世誼 500

关灿龍世誼 500

關文焕世誼 500

关民燧世誼 500

關廣俊世誼 500

關振滋世誼 500

關梓江世誼 500

關荣桢世誼 500

關浩俊世誼 500

關普倫世誼 500

關壽栢世誼 500

關張素蘭世誼 500

關金蘭世誼 500

張練奇世誼 500 

张荣绪世誼 500

張雅才世誼 500

張國幹世誼 500 

張荣康世誼 500

張永樂世誼 500

張勝允世誼 500

張元才世誼 50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代表团	 祝贺团

張卓興世誼 500

張保顏世誼 500

張維權(家家樂燒臘店) 500

張淑嫻世誼 500

張荣活伉儷 500

張翰锋世誼 500

張佰棟世誼 500

趙國源世誼 500

趙卓耀世誼 500

趙庆林世誼 500

趙國光世誼 500

趙炯湘伉儷 500

趙文彪世誼 500

趙崇圣世誼 500

劉卓雲世誼 200

劉金斗伉儷 200

關偉銘世誼 200

關榮喜（滿地可世誼） 200

張雅才夫人 200

張偉彬世誼 200

張鳳萍世誼 200

張鴻輝夫人 200

張卓堯伉儷 200

張麗瓊世誼 200

劉炳均世誼 100

劉福蒼夫人 100

關發堯世誼 100

關梓江夫人 100

關錫鏗夫人 10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代表团	 祝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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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廷傑世誼 100

關荣熙世誼 100

關偉業世誼 100

關悅和伉儷 100

關暢俊伉儷 100

關瑞貞母女世誼 100

张国勝世誼 100

張文湊世誼 100

張小平世誼 100

張灼敏伉俪 100

張灼潤世誼 100

張理鹏世誼 100

張绍光夫人 100

張淑顏世誼 100

張偉健世誼 100

張樹安世誼 100

趙 娟 娜 姑 100

趙挺秀世誼 100

趙旋灼世誼 100

溫素芳世誼 100

李 叔 夫 人 100

趙拿義世誼 60

關志勇世誼 50

關振銳世誼 50

關振協世誼 50

關振坤世誼 50

關廣耀世誼 50

張健鋒世誼 50

張建超世誼 5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代表团	 祝贺团

其他社团捐款
多伦多关氏宗親會 1,000

多伦多加东趙氏宗親會 1,000

多伦多关氏电器                         （广告）1,000

多伦多利華點心貿易有限公司   （广告）400

多伦多翠 濠 庭 海 鲜 酒 家              （广告）400

多伦多关氏汽车维修                  （广告）400

張國威世誼 50

張荣康世誼(沙岡) 50

張荣康夫人 50

張瑞壁世誼 50

張锡棠夫人(沙岡) 50

張素寶世誼 50

趙國光夫人 50

趙汝輝世誼 50

趙日棠世誼 50

趙積康世誼 50

趙積安夫人 50

趙滿結世誼 50

趙卓耀夫人 50

趙 悦 欢 姑 50

赵家明世誼 50

赵英觉世誼 50

赵正贤世誼 50

赵健儿世誼 50

赵廷森世誼 50

赵廷照世誼 50

赵美容世誼 50

伍兆容姑丈 50

芳名	 报名费	 乐捐加币	 代表团	 祝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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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龍岡親義總會2018至2019年度職員表

顧問

執行委員

主席

副主席 

候補執行委員

監查委員

監察委員長

候補監察委員

文書主任

外交主任

財政主任

劉碧藹		劉錫文		劉孝德		關其逸		關文煥		張作新		張勝煥		趙偉勝		趙偉林

劉永劍		劉鴻就		劉林慶		關百慎		關超昂		張國雄		張傑強		張傑昌		
張馬綺媚		張吳蕙玲		張陳寶兒		劉蕙燊		關和燊		劉天貴		張重光

關百慎

劉永劍		劉鴻就		劉蕙燊		劉天貴		關和燊		張杰強		張重光	趙順榮

關綺玲		張潔冰

劉佑興		劉炳輝		劉功勝		關槐森		劉銘琛		張寶榮

張寶榮

關文宗		關榮沛

張傑強		張吳慧玲

劉鴻就		劉林慶

張國雄		關超昂

婦女部理事會與職員

顧問

婦女部主任

文書主任

財政主任

關黃瑞珍		張潔冰		劉黃識仙	

劉楊月華		劉倩篷

張吳蕙玲		劉阮卓娟

張馬綺媚		劉雷玉瓊

康樂主任

總務主任

核數主任

參議員

青年部主任

劉倩篷  張陳寶兒

劉功勝  關銘琛

劉炳輝  關月明

劉鏡生  關培林  張碧誠

張傑昌  張馬綺媚

文娛主任

外交主任

核數主任

採購主任 

張陳寶兒		劉陸麗顏

張潔冰					關綺玲

關周金登		關張月霞

張馬綺媚		張吳蕙玲

多倫多公所籌備委員會職員表

指導員

名譽指導員

顧問

美洲總公所主席

多倫多公所主席

懇親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副主任

中文秘書長

科員

英文秘書長

科員

財政組長

科員

募捐組長

科員

交通組長 

科員

酒店組長

科員

趙錚錚		關宗魯		趙英武		劉宏美		關健中		張國欽		劉秀美

劉孝德		趙美心		張愛娜		張			堅		趙善藻		張潤新		劉子鎮		劉鏡生		劉源錦		關其逸		劉子莊		

趙善培		劉應同		關崇律		張礎宏		張永中		趙泰來		關植漢		關仲良		劉炳輝		關洸元		劉法平		

張耀榮		劉郁華		劉榮波		關子燕		趙汝逵		趙華生		劉棟柱		趙子榮		劉榮相		張錫利		關光宗		

張漢澤		張如妹		劉國豪		張志聖		關麗華		關梓暖		趙錦棠		劉			滿		關悅雄		趙羨明		張興礎		

張耀廷		張杰英		趙健航		關敏俊		趙大雨		張自豪		張			海

趙景林		劉華新		張耀權		劉漢平		劉澤爵		劉偉能		關健祥		關灼聰		趙汝重		關文遠		趙紹棠		

趙柏照		張華芳		關嬿儀		劉沅欣		劉惠傳		關質聰		關德藝		張肇鴻		張國權		趙汝三		劉文光		

關健吾		張思林		趙悅和		劉永釗		張傑強		張華遠		趙崇邦		劉民富		劉光明		張榮贊		劉功駟		

劉偉明		趙永照		關宗勇		關紫紅		張國源		劉沃彪		劉碧靄		張			新		張中文		劉治謀		劉惠燊		

趙汝振		劉淑芳		劉超華		趙士勤		張炎安		關家宝		劉炳純		劉卓雲		關普倫		關宗海		關善倫		

關樹強		張卓文		張維權		張勝允		趙崇聖		趙方強

趙善強

張永鋒

張勝煥

關和燊		張均鴻

關錦相

趙國源夫人		張永樂	

劉毓年		劉南生夫人

關燦龍

劉偉雄		劉南生		張榮緒

趙國源

張練奇		關文煥		關文煉

張永峰

張均鴻		劉錫文		關榮碩		

劉福蒼		趙卓耀		劉偉雄		

關和燊		劉景雲夫人		

關振滋		趙錫仁

趙國源

劉偉雄		張均鴻		關廣俊	

張漢賢		趙卓耀		趙國光	

趙錫仁		張素蘭		劉南生夫人	

劉品正		張永樂

劉偉雄

關燦龍	劉錫文	關榮楨	張榮活

關民燧

趙慶林	張國典	張雅才	關和燊	

關彩玲	關文煉	趙卓耀

劉南生夫人

婦女部和青年部全體

關和燊

關宗海	關廣俊	張永樂	關梓江	

關榮楨	趙卓耀	劉品正	張榮康	

張榮活	劉毓年	張卓兴

劉南生

張勝煥	關和燊	張永峰	關錦相	

關燦龍	趙國源	張榮緒

張國幹

黃鐵鋒	盧錦罩	Peter梁

關燦龍

劉南生夫人	關燦龍夫人

張雅才

張國典	張元才	劉毓年	關振滋	

張卓興	張榮活	關梓江

宴會組長

科員

招待組長

科員

佈置組長

科員

特刊組長

科員

攝影組長

科員

禮儀小組長

科員

總務組長

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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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龙冈亲义总公所
历届举办日期、地点与首长名录

年份

1928年	/	第一届

1948年	/	第二届

1951年	/	第三届

1955年	/	第四届

1958年	/	第五届

1962年	/	第六届

1966年	/	第七届

1970年	/	第八届

1974年	/	第九届

1978年	/	第十届

1982年	/	第十一届

1986年	/	第十二届

1990年	/	第十三届

1995年	/	第十四届

1998年	/	第十五届

2001年	/	第十六届

2004年	/	第十七届

2007年	/	第十八届

2010年	/	第十九届

2013年	/	第廿届

2016年	/	第廿一届

2019年	/	第廿二届

主席

無記錄

劉根盛

劉根盛

關助世

關助世

張喜洲

張喜洲

趙帝培

趙帝培

劉偉森

關春如

張鐘鈴

趙錚錚

劉孔淼

關宗魯

張文衛

趙英武

劉宏美

關健中

張国欽

趙炎炎	趙善強（代）

趙善強

举办地点

羅			省

紐			約

三藩市

溫哥華

古			巴

多倫多

羅			省

屋			崙

紐			約

檀香山

三藩市

溫哥華

三藩市

多倫多

羅			省

渥太華

紐			約

芝加哥

溫哥華

休斯頓

鳳凰城

多倫多

世界各地龍岡親義公所聯絡資料一覽表

A. 電郵地址

亞洲地區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中國高雄：

中國廣州：

中國 開平 水口：

中國 開平 水口：

世界總會：

古巴：

泰國：

新加坡：

緬甸：

韓國：

馬來西亞Sarawak：

多倫多龍岡：

加拿大Calgary：

加拿大Ottawa：

美國Sacramento：

美國Oakland：

美國休斯頓：

美國紐英倫：

美國紐英倫：

美國波特蘭：

美國紐約：

美國羅省：

美洲總公所：

0920@mail.ksml.edu.tw

kingzhongliu@163.com

kwankinwp@126.com              

kplggm@163.com

lungkongwf@yahoo.com.tw

lungkong@infomed.sld.cu

yutasilp.t@gmail.com

victor_cheung@live.com

cambridgechew@yahoo.com.tw

chip7611@hotmail.com

kucherngsarawak@gmail.com

torontolungkong@rogers.com

thomaswleo@hotmail.com

vjchiu@yahoo.com（趙耘清轉）

kengkwan@sbcglobal.net          

bguan21@yahoo.com

dings852@gmail.com 

lskwan8@hotmail.com           

lkschool@hkstar.com                                           

bguan21@yahoo.com                   

lungkongny@gmail.com

joechiu34@aol.com

kengkwan@sbc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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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地網站

C. 龍岡慶典紀念日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

www.palungkong.org

多倫多龍岡世界聯誼網

www.torontolungkong.net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www.lwfss.edu.hk 

龍岡網站：世界龍岡親義總會

www.lungkong.net

美國龍岡親義總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PAN-A

924 Grant Ave, 4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924 Grant Ave, 4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USA

USA

Canada

Mexico

Cuba

USA

USA

USA

Canada

Canada

USA

USA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加拿大龍岡親義總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Canada

1717 ½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C V8W 1Z4

墨西哥龍岡親義總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Mexicali

Altamirano No. 336-338 Zona 
Centro Mexicali, B.C CP  21100

古巴龍岡親義總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Cuba

Long Con Cun Sol Dragones 
No. 364 Altos Havana

三藩市龍岡親公所
Loong Kong Tien Yee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

924 Grant Ave, 4th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8

紐約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23 Division Street
New York, NY10002

羅省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Los Angeles

989 N. Broadway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D. 美洲龍岡親義公所地址 

多倫多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Toronto

287-289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 M5T 2E6

   No. 會 名 地 址 地 區

溫哥華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Vancouver

135 ½ E.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CV6A 1T6

芝加哥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Chicago

2229 S.Went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2011

休斯頓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Houston

11710 Memorial Dr.
 Houston, Texas 7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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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Seattle

709½ S. King Street
Seattle, WA 98104

市德頓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Stockton

134 E. Market St.
 Stockton, CA 95202-3203

砵崙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Portland

1839 N. Terry Street
Portland, OR  97217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Canada

USA

USA

USA

USA

USA

USA

USA

Canada

USA

鳳凰城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Phoenix

28254 N. 32nd Lane
Phoenix, AZ 85083

卡加利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115 Second Avenue
Calgary, AlbertaT2G 0B2

夏威夷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Kung Shawn Hawaii

1432 Liliha Street
Honolulu, HA 96817

屋崙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Oakland

379 - 9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4242

紐英倫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New England Inc.

沙加緬度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Sacramento

35  Harrison Ave.
Boston, MA 02111

5727  Digger Street
Sacramento, CA 95824

   No. 會 名 地 址 地 區

渥太華龍岡親義公所
Lung Kong Tin Yee Association of Ottawa 

165 Cambridge Street
Ottawa, ON K1R 7A8

註： 取自《美洲龍岡總公所網》（palungkong.org)
 如發現有錯的，或遺漏的，請通知：劉南生電郵：nanshan2019@outlook.com
 如果公所沒有電郵的，請借用一位會員的電郵，方便聯略。

編制本特刊，我的確有個初心和以下四大目標，我已經盡力了，是否實

用，請各位批評。

1)為了要讓更多人，包括本人及不少四姓的會員和不少想加入龍岡為會

員的人，能進一步瞭解龍岡的過去和未來，我在各大龍岡公所的網上，還有

Google的網上，收集了不少有關龍岡的歷史資料放在此特刊上。希望想了解龍

岡的人容易在同一個地方就能看到有關龍岡的一系列資料，無需東翻西翻，無

從着手。不錯，這對已經懂得龍岡歷史的人來說，是有點重複乏味。但是我期

望他們能理解本人對龍岡的關懷和對未來的期望，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反應

或奇跡出現，誰能預料。

2)希望所有的龍岡公所通過本人以電郵和書信的聯繫，能體會到今日世界

的溝通有改進的必要。那就是期望每個公所都能用電郵和電腦來代替書信的往

來。如果我們今天還在靠書信來溝通，我們的確是落伍了；說不定還會導致彼

此往來興趣的減少，不利龍岡的未來發展。為了想增進往來溝通的方便，我還特

別提議建立了一個《多倫多龍岡世界聯誼網》（www.torontolungkong.net），隨

着特刊的出版而誕生。

有了《多倫多龍岡世界聯誼網》的建立，各地龍岡公所，隨時都可以提供信

息，讓人知道他們的近況。個人也可以上網瀏覽，或交換心聲，或投稿，甚至成

立個人作品專欄，或成立研討小組，繼續為龍岡提出建議，作出關懷。《龍岡季

刊》佳作不少，人才不少，可以把電子版的作品轉載過來繼續與大家分享。這都

是龍岡文化精神和龍岡文化的傳播，何樂而不為？

3)除了資料要充實，和溝通要改進之外，我們也希望這本特刊有點號召和

宣傳的功能。跟其他海外鄉親社團一樣，龍岡也需要大量的“接班人”；有了

接班人，才有“勇往直前的動力”和可以預見的“光明前景”。這都是我們值

得關懷和研究的。劉霞妹一篇《從四姓談到思維的突破和夢想的追求》已經引

起了加美一些世誼和領導的重視。

編後話
劉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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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劉霞妹的這個要求“思想突破，夢想追求”的理念也配合了這次

懇親大會想要研討的議題：《龍岡的未來——“我們的龍岡，龍岡的文化，和

未來”》，真是不謀而合。如果這次大會真的能討論出一個可行的方案，使龍

岡能夠繼續發展，走上一條寬闊的道路，則龍岡有幸，國家有幸。我在此默默

祈禱和祝福。

我本想把特刊延遲到大會之後出版，希望參加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第二

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的參與者可以獲得有關這次懇親大會的更多的活動資料，

成為一本名副其實，是為此懇親大會而出版的特刊，但因各種原因，我無法做

到，我只好在這裏向支持我這理想的世誼致歉。未能及時在特刊刊登的資料，

將會在放到我們網上的特刊上；讓出席大會的參加者可以看到你們參加盛會的

足跡和身影，還有大會通過的記録。有電腦的，無論你在哪裡，都可以隨時打

印出來。

因為視力日益衰退，非得依靠他人幫助，工作不能順利進行。在此我要

特別感激特刊小組同人的合作，還有中華印刷的馬純鳳女士的多方配合，劉冠

麟世誼和劉霞妹給我校對一些文稿，還有美國的丁劉秀美、關麗莎和關紫紅大

姐和渥太華的張重光主席、趙耘清副主席、和前任劉桂南主席給我的支持和鼓

勵。做得不好，當然，還是由我負責，尚請多多原諒。期望將來會辦得更好。
翠 濠 庭 海 鲜 酒 家

Dim Sum King Seafood Restaurant

Address:  3F, 421 Dundas St., W, 
 Toronto, Ontario, Canada
Tel (电话) : 416-551-3366



利華點心貿易有限公司
LEE WAH DIM SUM Inc.

趙方強
647-729-3494
647-822-6688

27 Miliken BLvd. Unit D9
Scarborough, ON M1V 5H8

批发零售：
各款精类点心、虾饺、 

烧卖、秘製马来卷、 

糯米鸡、叉烧包等，

应有尽有，欢迎来电订做。 T: (416) 534-3336
C: (416) 520-8598
F: (416) 532-9798

E:support@guansautoservice.ca
283 Harbord Street, Toronto ON, M6G 1G4

关浩俊
Derek Guan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Complete Auto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