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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发现

“刘通老年退职在家居住
时，为地方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在民间流传下不少轶闻佳话。”
刘洪山以敬佩的口吻介绍了其
中的几段轶闻。

斩杀恶霸许满福

镇远将军刘通曾兼任平山
卫指挥，其部将许满福依仗干
爹蓝玉的权威，胡作非为，在东
昌城内强占民宅，霸占民女，在
城外侵占民田，弄得民不聊生。
百姓稍有反抗，不是被打得腿
断腰折，就是命染黄泉，百姓叫
苦连天，哭声载道。刘通得知此
事，立即寻捕，下令押到二龙山
去斩杀。此处也因斩杀许满福，
从此成了处决罪犯的刑场，直
至民国初年。

开仓放粮助移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先后
有大批移民从山西等地迁入东
昌府，这些人千里跋涉，来此生
产，生活极度困难。刘通从内心
里期盼移民来本地开发，便将仓
库全部俸粮倾出，救助移民口粮
和种子，并动员卫所用打造武器
的洪炉为移民制造锄镰锨镢。

赤手空拳擒劫贼

当时东昌地带地广人稀，
几条官道上均有明火执仗的结
伙劫贼，活动猖獗。官军捉拿，
便销声匿迹，遇到客商行人就
疯狂掠夺，时有致丧人命。刘通
扮作商人，一个人骑着毛驴，凭
着一身武艺，诱擒了气势凶猛
的数伙劫路贼，剩余劫匪因畏
惧，纷纷从良或逃跑，自此东昌
道路平和。

“挥刀斩蛇”疏黄河

刘洪山介绍，据《明史·河
渠志》记载，洪武元年(1368)至
二十五年(1392)，黄河共决口十
一次。百姓都说是因大家烧荒
烧死了黑蛇精的子孙，黑蛇精
发来洪水，使用妖法潜入河底
阻水，使其决口淹杀百姓，以图
报复。

洪武三十年(1397)河水又涨，
百姓十分恐慌，刘通亲自去险处
探察，发现是暗石阻水，因水涨
时水流急，冲刷河床，横于河底
的小山岭便现出阻水，水落时，
泥沙淤积，水退不见石岭。

刘通便利用决口水急落的
时机，商调卫所士兵凿炸暗石，
使河道畅通，从此至永乐三年
(1405)，8 年都未再决口。百姓都
传说刘将军刀劈蛇精，消除了
水患等等。

格刘通轶闻

二龙山斩恶霸

开粮仓救移民

八八旬旬老老翁翁眼眼中中的的明明初初镇镇远远将将军军刘刘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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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区曾有

刘通的将军府
刘通，原籍南直隶沛县广戚

乡塔墟村，洪武初入平山卫籍，落
户东昌城内。

刘通故宅位于古城区光岳楼
西南角(今工商银行处)。因刘通
为镇远将军，其后代有数人被封
为怀远将军，所以刘家大院在明
朝被人们称为“将军府”。

刘氏家族第十八代传人刘洪
山老人介绍：“刘通之后，刘裕、刘
鉴、刘瑀、刘杰、刘宠、刘武臣、刘
即贵，皆为平山卫指挥同知，前后
世袭将军职衔的共计八位。”

刘洪山对记者讲述了刘家大
院主人变化的情况：刘氏长支世
袭平山卫指挥同知，所居将军府
规模恢宏。清朝时，长支家道衰
落，将军府转由三支后人、奉政大
夫刘程法居住，至清末刘师颜绝
嗣，后继无人，再次衰落。其他族
人分布在两县十一村，没人接手
此宅，即由护林人员居住，并出租
大部分房屋供人开设当铺，以赁
费维持生活。

晚清以来，刘家大院逐渐成
为公用场所。刘洪山说：“光绪年
间，僧王祠建在楼南大街路西，占
据了原来刘家大院的南半部。民
国初，刘氏故宅以无主财产归公，
与邻近的公房办为光岳楼女子小
学。抗战胜利后，聊城县孤儿院也
设在这里。”

猛将威名远扬

勇武脉延后世
作为刘氏后人的刘洪山，对

祖祖先先刘刘通通的的事事迹迹了了解解得得较较为为详详
细细。。他他介介绍绍，，元元末末，，刘刘通通投投身身朱朱元元
璋璋麾麾下下，，随随徐徐达达攻攻占占淮淮安安、、徐徐州州、、
濠濠州州、、宿宿州州，，又又攻攻占占张张士士诚诚所所据据湖湖
州州、、杭杭州州，，攻攻下下方方国国珍珍占占据据的的台台
州州、、温温州州，，降降服服南南方方诸诸雄雄。。洪洪武武元元
年年，，刘刘通通随随徐徐达达北北伐伐，，占占领领山山东东大大
部部，，会会师师于于东东昌昌，，后后担担任任北北征征军军先先

锋锋。。北北进进势势如如破破竹竹，，八八月月
攻攻占占元元京京城城大大

都都 ，，改改

大大都都为为北北平平。。刘刘通通任任燕燕山山前前卫卫千千
户户。。

洪武二年(1369)，刘通率兵征
占大宁，进攻大兴州，占领开平。洪
武四年(1371)，平山卫指挥使司设
于东昌古城楼东大街路北。刘通因
战功升任卫指挥使，落卫籍于平山
卫。洪武十四年(1381)，刘通多次参
与北征，后留守北平。洪武二十一
年(1388)，朝廷命永昌侯兰玉为征
虏大将军，征剿元北逃势力，刘通
率兵从征而立功，被誉为“勇武离
伦，南征北战，所向克捷”。

“皇帝表彰他忠心耿耿，主将
赞扬他勇猛善战。他升迁到左军
都督府都督同知、都督，官阶一
品，封镇国将军，赐建府第于东昌
城内楼南大街路西，择墓地于城
西南端庄北宋庄东。刘通于洪武
二十三年(1390)告老离职，长子刘
裕替职。”刘洪山介绍，之后，刘裕
赴北平，在燕王朱棣节制下操练，
洪武二十三年(1390)，随燕王征讨
元兵，后剿捕女真。随着领域扩
展，防御线扩大，刘裕二弟刘整、
三弟刘能也扩充入军。

此后，燕王发动战争，刘裕弟
兄三人随其夺取北平地区，刘裕
在战斗中立功，陆续升本旗、总
旗。建文二年(1400)一月，燕王令刘
裕等攻克蔚州，兵围大同，刘裕立
大功，升百户。九月，盛庸升为讨燕
将军，刘裕等随燕王避锋出征，占
临清，攻济宁，继而进取东昌。建文
三年(1401)三月，盛庸与山东参政铁
铉合兵德州进剿燕军，两军激战于
夹河，后盛庸军队失败，刘裕立奇
功，升千户。“建文四年(1402)六月，
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位为帝，
年号永乐。刘裕任平山卫指挥同
知，钦封怀远将军。”刘洪山说。

崇武辈出志士

进取不乏奇才
“纵观我们这个家族二十多

代的历史，武职将官士卒代不乏
人；而文官文士，科考时仅有举人
和贡生，官职不过县儒学教谕、训
导。”刘洪山说，刘氏家族世代流
传崇武之风。清末民初，居住十二
里营村的刘金城，官封云骑尉，属
正五品散官封号。其子刘炳阳，在
民国初期担任张勋部第二路第一

营营长，兼二路帮统，授宦陆军步
兵上校。

柯针寨村的刘金贵，抗战初
期担任范筑先部武术教官。刘玉
安，曾在袁世凯部天津小站练兵，
护送袁灵柩至安阳，返乡未归。解
放前加入地下党组织，解放后任
大行政村指导员，后为村里第一
个农业社社长。

东阿苑庄的刘曰义，1938 年
加入共产党，四十年代初根据党
的指示，参与在东阿、茌平、齐河、
平阴、聊城五县边沿组建阿东办
事处和阿东独立营、东阿大队，任
办事处敌工侦查组长。其子刘兴
华 1940 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办事
处联络科长兼交通科长，被日伪
杀害，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还有：
沙镇刘庄的刘洪岭，1947 年随刘
邓大军南下，1948 年牺牲于河南
光山县；侯营的刘庆海，1947 年
参加解放军中野一纵二旅四团，
牺牲于渡江战役中；刘义森，1947
年参加解放军中野一纵二旅四
团，牺牲在进军大别山的湖北东
坡战斗中。

“刘氏家族还出现不少肯于
钻研技艺的人才。民国年间居住
东关大街的刘德成是一位中医正
骨名师；当代有中国地质研究院
特提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振声，
聊城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刘振
忠等。”刘洪山讲述到家族杰出人
才时，口气里充满骄傲之情。

刘通，明初镇

远将军，其家族为

东昌府名门望族，

后裔主要分居于柯

针寨、侯营、十二里

营、沙镇刘庄、东阿

苑庄等村庄。

作为刘氏家族

第十八代传人的刘

洪山老人，今年已

经80岁高龄，他说：

“刘家是一个历代

尚武的家族，武将

辈出，在不同时期

为国家建功立业，

在地方历史上英名

永存。”

2006 年，刘洪山老人重新整
理收录刘氏家族资料，由族人一
起筹集资金，将重修后的刘氏族
谱出录成书。

刘刘洪洪山山展展示示部部分分刘刘氏氏族族谱谱长长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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