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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龙泉驿刘氏家族：

“刘家龙”传承数百年世代讲客家话

在西部客家第一镇——成都市龙泉
驿区洛带镇，有一个刘氏家族，其远祖是
从中原迁徙到江西的客家人。清朝初年，
洛带刘氏先祖刘立璋等人又从江西迁徙
入川，同时将舞龙技艺和习俗带到当地，
世代传承近400年，远近闻名。

2009年，客家龙舞“刘家龙”入选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家舞
龙不仅是一种技艺传承，更是一种精神
传承、家风传承，其核心精髓就是：始终
尊祖敬宗，乡音不改，世代学讲客家话；
始终自强不息、讲义守诚、睦邻友善，在
哪里都要生根发芽。

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宣传部主
办的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成都市龙泉驿区纪委监委
推荐了洛带刘氏家规。近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洛带镇宝胜村刘
家大院，探访“刘家龙”当代掌门人刘大
益，寻找刘氏家族舞龙数百年、家族兴盛
不衰的传承密码。

“豢龙”后代
每年正月都要舞龙

“接龙，脚踩地，手托天，顶天立地，
龙舞九天；接龙，敬祖宗、爱乡土，自强不
息，为我家国。”刘大益叫来族人，指挥着
在坝子里摆开舞龙阵势。

川西坝子舞龙，名头最响的当属洛
带“刘家龙”。

《刘氏家谱》记载，其十八世祖公刘
累系舞龙出身，曾任“豢龙”官吏，后因战
乱率家人先后辗转河北唐山、山西太原、
江苏沛县、江西上川，族人把扎龙而舞的
习俗世代相传，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龙
舞世家。清初，洛带刘氏先祖刘立璋等

9人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迁徙至
洛带镇宝胜村一带，同时将舞龙技艺和
习俗带到了当地。至今，刘氏祠堂旁左
侧还立着一块光绪十二年的碑，上面镌
刻着“豢龙后代家声远，破楚苗裔世泽
长”的碑文。

刘大益说，每年正月初二，刘家都要
舞龙。出龙前，族人会齐聚刘氏祠堂晒
坝，向祖宗及龙神敬香膜拜。“通过这种
形式，除了谨记自己‘豢龙后代’的身份
外，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家
族千年传承的质朴家风。”

客家龙舞“刘家龙”于2009年入选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洛带
客家水龙节于2018年入选四川省第五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央电视
台还在刘家大院拍摄了《记住乡愁：宝胜

村之尊祖敬宗》专题片，广为传播。

讲信讲义
“七老人”故事流传至今

舞龙对洛带刘氏族人来说，不仅是
一种技艺传承，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家风
传承。

“仁善友爱，互帮互助。睦邻友好，
宽容仁义。做人心正，手脚干净。本分
做人，乐于奉献，一勤天下无事。”这是洛
带刘氏族人长期传承的家规。

“当年，我们先祖入川的时候，一路
特别艰辛。来到四川后白手起家，逐渐
成为望族，还相继建了祖屋和祠堂，靠的
就是自强不息、一勤天下无事，靠的就是
与人为善、诚信公正。”刘大益说。

在洛带刘氏家族，至今流传着“七老
人”的故事。

当年刘氏先祖在迁徙四川的路上，
与7个外姓人结伴而行、相互帮助，到了
洛带后，仍亲如兄弟。后来，7名外姓人
孤老无依，刘家人就为他们养老送终、造
墓立碑，与家族老人一样祭拜，尊称为

“七老人”。“七老人”的故事后来收入了

刘家族谱，“讲信讲义”的品格也在刘家
世代传承。

父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后代。

刘大益回忆，上世纪50年代，牛是
重要的农耕工具，他的父亲擅治牛病，乡
里乡外谁家牛闹病了，都会来找他。无
论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刘父二话不
说，马上翻山越岭去就诊。

传承家规
建立家风馆免费开放

“富莫丢书，穷莫丢猪。”这是一句在
龙泉驿广为流传的谚语，来自于洛带刘
氏家族。

刘学伟是刘氏入川第十一代，曾任
龙泉驿区统计局局长。“宁丢祖宗田、不忘
祖宗言”“不看人亲不亲、要看理顺不顺”，
刘学伟说自己从小就记住了这些刘氏家
规。1990年，刘学伟从档案学校毕业参
加工作，父亲对他说：“这么年轻就到局里
工作，要珍惜，要多干活。”25岁那年，刘
学伟下派清水乡，父亲又叮嘱他：老实干
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的。刘学伟记住了
父亲的话，踏踏实实工作，27岁那年他被
任命为清水乡党委副书记，成为当时最年
轻的乡镇副职之一。

为加强党风廉政教育，龙泉驿区对
洛带客家好家风、好家规、好家训进行了
发掘整理，建立了四川客家家风馆，并把
刘家大院作为教育点位。

如今的刘家大院已发展为乡愁纪念
馆、客家乡村老物件展览馆、客家家风教
育点、社会公益教育载体，免费向党员干
部、社会各界人士开放。

近年来，刘氏家族又响应当地党委
政府号召，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成立
刘家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劳动研
学实践教育活动、舞龙体验等特色课程，
在保护好、传承好非遗龙舞文化的同时，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父母的职业对孩子影响深远。赵贺
出生于双警家庭，父亲生前是一名刑警，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与歹徒搏斗，英勇殉
职；母亲是一名交警，兢兢业业，业务素
质过硬。

高考填报志愿时，赵贺追随父亲的
脚步，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录取，后成为
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的一名刑警。
赵贺的妻子也是一名警察，这对“警察夫
妻”在生活中相互信任，包容彼此。

“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勤敏砥砺，
知行合一。”赵贺夫妻将十六字的家规悬
挂在家中，一抬头就可看见，时刻提醒自
己践行家规，也勉励孩子传承下去。

追随父亲脚步，他加入公安队伍

“子承父业”，这个词用在赵贺身
上再恰当不过。赵贺的父亲曾是吉林
省长春市公安局的刑警，在一次追捕
逃犯的行动中与持刀歹徒搏斗，因伤
势过重不幸牺牲。

父亲去世时，赵贺刚读初中，那时
他便立志要做一名警察，成为像父亲
一样的人。从此，赵贺一下就转了性
子，从开朗任性变得沉稳内敛，学习上
也暗暗跟自己较劲，立志要考刑警学
院。最终他如愿以偿，被中国刑事警

察学院录取。
从警11年，赵贺一直奋战在刑侦一

线，如今是金牛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命案
中队有勇有谋的骨干。办案时，他常能
从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入手，得到极其
重要的线索。

在侦破一起命案时，常规调查进行
完毕后，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侦查工作
一度陷入僵局。赵贺经过仔细研究，结
合多年办案经验，突出死者某关键社会
关系特点后，民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印
证赵贺的推断完全准确，对查明真凶起
到了重要作用。

“抓捕嫌疑人，那他肯定冲在第一
个！”同事回忆，2014年，金牛区二环路
发生一起恶性故意伤害案，主要犯罪嫌
疑人谢某一直在逃。2018年9月，警方
掌握了谢某可能在阿坝的线索，赵贺随
即带领一中队同事赶赴当地蹲守，在发
现嫌疑人踪影后，赵贺没有一丝迟疑，秘
密靠近嫌疑人，从身后将其扑倒，死死控
制住。

夫妻同心，家人是不舍的牵挂

赵贺的爱人刘胜佳是金牛区公安分
局户政大队民警，结婚7年来，两人育有

一儿一女，家庭和睦。为了让赵贺放开
手脚工作，刘胜佳下班后主动承担起照
顾老人、小孩的责任。

刘胜佳从事公安户政窗口工作10
年来，接待许多办事群众，她总是面带微
笑、细心倾听、耐心解释，至今保持着“零
投诉”的记录。

2019年6月6日傍晚，分局户政窗
口已下班，刘胜佳获知一名第二天要参
加高考的考生身份证过期，她主动返回
窗口与同事们开启办证绿色通道，火速
为这名考生办理好临时身份证。送走
考生，她才想起孩子还在办证大厅等着
自己。

刑侦工作非常辛苦，细细算来，赵贺
每次在家停留的时间远没有开车的时间
长。怕他往返辛苦，妻子劝他就地休息，
别耽误工作，他却总是要赶回来与家人
团聚。

“因为父母都是警察，从小我就在严
格的家风中长大，警察对于我来说，不仅
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信念，一份传
承。”随着警龄的增长，赵贺对家规有了
更深的感触，他认为，对家规最好的传承
就是言传身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实习生倪珉

言传身教一个“警察之家”的家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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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