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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葛若佳

官显莫夸，不立碑传

3月23日，记者来到高密市逄戈庄
时，这个村庄与附近村庄并无不同，
同样被郁郁葱葱的麦苗环抱，无石碑
牌坊，平淡无奇。

但就是这个逄戈庄，诸城刘氏居
住地，曾三世之内出了刘统勋、刘墉
等4位翰林，从逄戈庄共走出11位进
士，149个监生。

“你无法从村子里找到任何关于
刘氏家族的古迹。”按照村民指引，记
者唯一能发现的建筑物是2008年新建
的缅怀祖辈的清爱学园，诉说着这个
家族清廉爱民的家风。

守候刘氏后代辉煌的是诸城刘
氏十七世刘照，他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明末刘氏迁入诸城(后逄戈庄划入
高密市)，“起先为奴，到四世时，才开
始有读书人。到五世刘通一代，诸城
刘氏开始转型。刘通为家族第一次赢
得社会声誉，上了官修诸城县志。”

“刘通有一股不甘人下的倔强之
气，只有不甘人下，方有崛起的可能。
这是世家开创者的一种基本气质。”
研究诸城刘氏家族的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授张其凤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靠个人努力，刘通最后成为邑庠生。

到六世时，刘必显考中清朝顺治
年间的进士，官至五品员外郎，成为
真正的官员。

明朝天启年间，刘必显就中举
了，但此后数次会试不第。但他继承
了父辈的倔强之气，努力了28年，终于
在53岁时，中了清朝的进士。

“余性傲急，且无宦情，惟思得进
士二字，启牗后人耳。这是刘必显自
己讲的。刘必显如此重视功名，是为
后人做楷模，要重科举。”张其凤说。也
许就是在刘必显的激励下，他的儿子
刘棨、刘果中皆中进士。

勤学苦读，重科举铸就了刘氏家
族。哪怕地方为官，刘氏后代也重视
文化教育。刘棨在陕西担任宁羌知州
时，特意设立书肆，建立义塾。有时甚
至亲自授课，使得三百年未曾中过举
人的宁羌之地，有两人中举。

自13岁开始钻研刘氏家史，72岁
的刘照说，刘必显为官清廉，为自己
后代立下家规。“要当官清廉，积善行
德，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
事从简。”

清廉爱民的家风，也为刘氏家族
崛起助推了几次力。刘棨在升任宁夏
中路同知，未及赴任，母亲便去世。但刘
棨刚刚替百姓缴纳赋税，负债累累，没
有盘缠赴任，不得已给四弟写信求助，
请求他代为变卖自家田产。但是刘棨的
田产贫瘠，不易出手，刘棨四弟无奈只
好把自己的田卖了，为刘棨筹得盘缠。

就因清廉爱民、风裁峻整，在康
熙主持的多次全国官员评比中，刘棨
多次进榜，使得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增大，后来官至布政使，从二品。
“刘棨是真正夯实诸城刘氏世家

之基的重要人物。”张其凤说。刘棨有
十个儿子，六子是荫生，十子是监生
外，八个儿子都中过举，其中三个是
进士。

有实学方能重用

电视剧《天下粮仓》与《宰相刘罗
锅》曾风靡一时，人们为刚正不阿的
刘统勋、清廉爱民的刘墉所动容。刘
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同朝为大
学士，刘墉之侄刘镮之在嘉庆年间任
尚书，3人死后分获谥号“文正”“文清”
和“文恭”，被称为“一门三公，父子同
宰”，他们身上的清廉爱民作风造就
了刘氏代代官运的亨通。

“风不正，则气不顺。气不顺，则人
人皆生怨恨之心。整个社会怨气丛
生，则创业之举无从谈起。”张其凤说，
乾隆想励精图治，必先整治官场风
气，因此特别倚重清正的刘统勋。

刘统勋一身正气，使得投机之人
无处钻营，他曾严词拒绝“世家子”趁
年末之机奉上的大笔钱财，而且对深
夜叩门者避而不见。

正是由于清廉，刘统勋毫不畏
惧。1753年发生的南河亏帑误工大案
的主角之一是乾隆爱妃的父亲高斌。
刘统勋秉公办案，毫不手软，将案情
一一查明回奏乾隆，乾隆痛下决心，
处死主犯，勒令高斌等赔补，并押解
高斌陪赴死刑现场，使其误认为要将
其斩首。

刘统勋谢世后，于敏中独掌大
权，无人掣肘，清廷官风随之大变，其

后和珅擅权，“政府之事益坏。”幸得刘
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刘墉的侄子刘镮
之等后代也秉持清廉爱民之家风，并
受到重用。

刘墉曾经与和珅利益集团有三
次交锋。在厘革粮弊案中，刘墉弹劾
大批腐败官员，这批官员形成合力使
得乾隆不再信任刘墉。乾隆晚年将刘
墉协办大学士降为侍郎衔，驱逐出南
书房。

刘墉走后，和珅一伙更加肆无忌
惮，乾隆又不得不借助刘墉的威信，
收拾被和珅一伙搞得乌烟瘴气的政
局。半年之后，乾隆将刘墉从顺天招
回中央。嘉庆年间，刘墉被封为定册
元老，拜体仁阁大学士。

不仅仅官至权要的刘氏后代能
清廉，小官也能如此。刘棨儿子刘纯
炜担任分宜知县三年，任期届满时因
贫困无法回家。九世刘埘担任成县知
县，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在旅舍中，因
贫困，尸体都无法运回老家。

“官员清廉爱民，百姓才会拥护，
关键时候官员也能拥护。如果刘墉贪
污腐败，是和珅利益集团中的，那么
刘氏家族命运会大大不同。”刘照告
诉记者，作为官员，有实学方能重用。

八世刘统勋、刘纯炜等专注于水
利工程，到九世刘墉、刘界、刘炯等，形
成了诸城刘氏家族上水利实务的波
澜。在《清高宗实录》中，刘统勋的名字
总共出现过814次，频率惊人。而因水
利被提到的比例占到四分之一。从统
计数字上看，水利在刘统勋的政绩中
所占比重很大。

自乾隆元年，乾隆命刘统勋学习
海塘、河道工程事务，到乾隆三十四

年最后一次出差处理漕运事务，其在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大量的精力投
入海塘、赈务、河工水利各项制度建
设以及革除河工诸多弊端的水利事
业中，成为当时最为乾隆倚重的水利
名臣。

刘统勋曾经三战洪水，治理黄河
铜山、孙家集、杨桥大溜漫口，拯救大
量农田和农舍。刘墉也处理曹州漫
工、漕运等。“有实学的官员治水，则能
使得百姓免遭水患；有经济头脑，则
能使得百姓致富。有实学才能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张其凤说。

辱没祖宗者刀铡油烹

“‘清爱学园’中的‘清爱’来自于
‘清爱堂’。”刘照告诉记者，“清爱堂”
是康熙赐给刘棨的匾额。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位皇帝
与刘氏关系非常密切。除雍正外，其
他皇帝赏赐刘氏至少七块匾额。

乾隆主动为刘统勋赐题“赞元介
景”、嘉庆皇帝为刘镮之母亲赵太夫
人七十寿辰赐题“贞寿延祺”。

乾隆将刘统勋纳入五阁臣，并对
刘统勋评价道，“汉大学士之足资倚
任者，张廷玉而后，有刘统勋……统
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
比。”乾隆甚至恩赐刘统勋孙刘镮之
为举人，这些都是人臣最高待遇。

刘氏家族受到皇帝倚重时，刘墉
也敢于与乾隆叫板。乾隆禅位时，和
珅怂恿乾隆只传位不传皇帝玉玺，从
而为内禅制造出一出历史闹剧。大臣
们害怕得罪乾隆，不敢向其明言，只
有刘墉进宫，劝说乾隆：“传禅而不与
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何？”替嘉庆
追回了玉玺。

嘉庆皇帝拘捕和珅后，第一个找
的大臣不是纪晓岚，也不是他的老师
朱珪，而是刘墉。足见嘉庆对刘墉的
重视。刘镮之与嘉庆、道光关系很近。

在清爱学园中，有刘墉给纪晓岚
哥哥纪晴湖的墓志铭的拓本。“这是
纪晓岚家族后代纪文礼送过来的。在
乾隆年间，纪晓岚是刘统勋的弟子，
也是《四库全书》馆总裁。刘墉是副总
裁，纪晓岚与刘氏一家交好。”刘照说。

刘氏家族与乾隆、嘉庆朝的不少
官员交游较多，但不因私废公。纪晓
岚出自刘统勋门下，乾隆年间两淮盐
引案案发，刘统勋负责查办，结果发
现给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通风报信
的人，正是卢的亲家纪晓岚。刘统勋
照实奏报，刚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
的纪晓岚获罪革职、发配新疆。

同样是刘统勋，以其严谨求实之
态度在卢见曾病逝狱中之后依然审
慎勘查，上书乾隆详述卢见曾为官时
整修西湖水利等业绩，同时指出案发
时扬州一些官员和盐商可能狼狈为
奸、栽赃陷害，卢见曾实际罪不至死。
因此案被贬谪的纪晓岚便有了返京
的可能。

刘氏家风很严。刘必显除了在价
值取向上“崇淳厚、黜浮华”外，还家法
严厉———“教其子，每不称意即挞之。”

刘棨也是如此教子。据“文革”前曾多
次到过逄戈庄的高密市督导室主任
韩金绶先生讲，刘家大院内有三口铡
刀，有一口油锅。据传是刘棨传下的
家法，如有不肖子孙辱没祖宗，就刀
铡油烹，绝不姑息。

这造就刘氏后代在外谨言慎行，
使得他们能宽容地与他人相处，不会
飞扬跋扈，也不会因私废公，遭人诟
病。

官运衰败后，靠医学兴家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是许多世家的写照。但世家子
弟有一技之能，即使家族没有鼎盛时
的辉煌，也能有自己的幸福安康。

“我老爷爷就是有名的中医。”刘
照介绍，诸城刘氏家族除是官宦世
家，还为医学世家。出现瘟疫学大家
刘奎和药饵学专家刘臶等医学大家。

九世刘奎自称年少时多病，受父
亲刘绶烺影响，对岐黄之术萌生浓厚
兴趣。在官场上亦有可为的刘奎在中
年抱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愿，
决意不走仕途，刻苦攻读医书。刘统
勋不但不责备刘奎，反而介绍刘奎跟
随名医郭右陶学习临床医术。

刘奎针对当时瘟疫流行，百姓病
死荒野的现实，自己吸收明末瘟疫学
家吴又可等人的经验，沉研医理，独
树一帜，著的《松峰说疫》和《瘟疫论类
编》等，学术成就很高。

1987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
卫生部1982年制定的《中医古籍整理
出版规则》要求，《松峰说疫》被纳入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书目中，2009年
又被点校出版。

刘照告诉记者，诸城刘氏后代许
多人从医。刘奎的三个儿子就从医。
后代更不乏其辈，一直延续至今。现
年83岁的诸城刘氏十五世刘镜如和
女儿刘济英还从医，刘镜如中西医贯
通，为青岛市医学会会长、青岛中医
学会理事长。

“在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还有许
多官员，县令和知府等，但辛亥革命
爆发后，刘氏家族转入医学和教育等
方面。”刘镜如告诉本报记者。

刘镜如对记者回忆道，民国时，
他的父亲是青岛当地有名的中医，坚
持“赤贫无力者免费，亲友送诊”等原
则，还经常组织同行在城市中对社会
公众进行义诊。刘镜如在过去也经常
将父辈的行医规则讲给在青岛市立
医院做医生的女儿刘济英。

在刘照的描述中，过去经常有达
官贵人请刘氏家族人去诊断病症，动
不动就用大轿子来抬。

“但达官贵人们派轿夫来请，先
辈们很少去。他们要求自己雇轿子。
先辈们就让邻居家贫困的人去做轿
夫，抬着他们去看病。那些达官贵人
也会给轿夫好吃的或者一些钱。这等
于变相帮助穷人。”刘照说。

如今已经离休、只懂西医的刘济
英正在跟父亲学习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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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刘氏家族自六世刘必显之后，官运亨通，出现诸如刘统勋、刘墉等朝廷不可缺少的股肱之
臣。刘氏家族的子孙们，无论上至一品，还是下至七品，都秉持“清廉爱民、造福一方”的做官准则，受
到百姓爱戴。

这个伴随着清王朝兴起而兴起的家族，在清王朝腐败时，开始转型，投身医学，从而未遭遇真正
意义上的衰落。也许就是弥漫整个家族的正气与清廉，使得刘氏家族在今天依旧书写着自己的辉煌。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刘统勋
对进士态度

李道南进士去拜访刘统勋，本来
像刘统勋这样被皇帝倚信、被大臣推
重的名臣，能给李道南见面机会就很
给面子了。刘统勋尽管自己疲劳不堪，
仍能在百忙和身体不适的状态下，破
例接见，应是超规格的一种待遇。

但理学出身的李道南却对刘统勋
的“偶一欠神”十分较真，竟因此告退。
这本来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连刘统
勋本人开始似乎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
所在，因此不解地问：“方坐未一言，而
退何也？”

当得知李道南缘由时，刘统勋对
李道南未表示半点不满，反而予以高
度重视。将理学大家张载的名言“学颜
子之学，志伊尹之志”赠给李道南。

摘自或参考《清代诸城刘氏家族
文化研究》(张其凤 著)

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
(http：//www.qlwb.com.cn/)齐鲁世家
专题页面。

刘墉仕途波折
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刘统勋

因办理巴里坤哈密驻军事宜，附合将
军永常办理失宜，被革职解京治罪。盛
怒之下的乾隆，还将刘墉革职入狱。

幸亏乾隆后来天意回转，释放了
这父子 俩 ，但 刘 墉 却 没 有 官复原
职——— 左春坊左中允，而是回到了两
年前的位置——— 编修一职上。

刘墉回到翰林院以后，好运再次
降临。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刘墉
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九月份，乾隆钦
点刘墉以编修放安徽学政。不及三年，
又被调任繁难要缺——— 太原府知府，
使其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后又
被擢为正四品翼宁道台这一更高的地
方官职。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刘墉
在太原府知府任内时的下属阳曲县令
段成功导致国库亏空事被查出，刘墉
以失察罪险些丢掉性命，因乾隆格外
加恩，才被发往军台效力，刘墉从好运
之巅再度跌入命运低谷。

戴罪充军效力的刘墉，蒙恩于第二
年五月，由军台释放，回到北京。先在修
书处工作，后又在国史馆行走，官衔重
新回到十五年前的起点——— 编修，一个
七品官的位置上。又过了17个月，即乾
隆三十三年(1768)的十二月，刘墉时来
运转，被授予地位十分重要的江宁知
府。之后一路做了江西盐驿道、陕西按
察使、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
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距当时最高的
职位——— 大学士，仅半步之遥。直到嘉
庆二年(1797)，刘墉在众望所归的情形
下，拜体仁阁大学士。

刘墉与袁枚的
恩怨是非

刘墉与主持江南文运近五十年的
袁枚有一段学界至今仍聚讼纷纭的公
案。许多人认为两人关系势同水火，甚
至有刘墉试图驱赶或杀害袁枚之说。
关于这些，袁枚曾在自己的笔记中予
以澄清。

清军入关早期，抵抗最激烈者莫
如江南，故清代统治者对江南文人始
终保持警惕，不惜大兴文字狱以杀鸡
儆猴，刘墉即参与数起，他“风声甚峻，
人望而畏之”或许有这方面的因素。袁
枚作为江南文坛领袖，桀骜狂放，便有
人传言刘墉会拿他开刀。

袁枚对传言一开始持怀疑态度，
直到刘墉专请他作《江南恩科谢表》，
终于释然，认为此前所传皆捕风捉影。
刘墉离任时，袁枚曾为他献上送别对
联和送别诗，其联为“月无芒角星先
避，树有包容鸟亦知”，刘墉二十多年
后担任会试总裁时，竟然还能向内监
试官、袁枚好友王葑亭吟诵此句，让知
此事的袁枚感慨万分。

刘墉数次仕宦江南，但第二次督
学江苏时，政风与第一次迥然相异，圆
滑温和许多，原因可能有多重，譬如遭
遇贬谪之后已知官场险恶、人情冷暖，
譬如官至高位后知道藏锋蔽芒，或许
袁枚的建议也是原因之一。

家族解码

诸诸城城刘刘氏氏：：““清清廉廉爱爱民民”” 对对接接官官风风家家风风
刘氏祠堂牌匾“清爱堂”，出自

康熙宸翰所赐。其“清爱”两字即“清
廉爱民”的简写。“清廉”与“爱民”是
刘氏为官子弟践行的重要人生信
条，这也是刘墉家族作为清代著名
仕宦大族其“家”与“国”相对接、“家
风”与“官风”相对接，最后造就两世
名相的根本原因。

刘必显作为第一个进入仕途的
刘氏子弟，首先为子孙奠定了清刚
廉洁的基调。乾隆《诸城县志》称刘
必显“风裁竣著，不可以私干”，而且

“教子孙亦以厉(“严守”之意)廉隅
(棱角，喻品行端方，有气节)为吏治
之本”。

这种清刚廉洁之气，在其后人
身上得到发扬光大，其二子刘果，在
太原推官任上“有富人某，讼产先馈
黄金五百，做黄鼠以进”，刘果峻却
之。当时谣曰：“死黄鼠瞒不过活青
天”。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
既自行“节俭”，又严格要求下属，同
时素丝自厉严拒任何贿赂。担任钦
差大臣出行，他只带六七匹马和两
个仆人，停驻驿站，食宿从简，所用
都是州县供应，严格恪守标准，绝无
额外要求(许多大臣到驿站的消费
是刘统勋几十倍甚至更多，清铮臣
洪亮吉讲驿站接待费用豪奢乃是清
代国库亏空重要原因之一)。为防止
下属招摇，到驿站后，他住前面，仆
人住后面，使仆人不得随意与地方
人员交接，避免了许多地方大员与
重臣仆人勾结酿成的种种祸患。

即使老朋友的子侄借过节之机
以看望前辈名义所行之贿，刘统勋
也一文不沾。对于其他投机钻营者
更是风骨凛凛，如有暮夜叩门之人，

他对其讲“暮
夜叩门，贤者
不为”，并嘱其
明天大堂上相
见。这样就杜
绝了投机钻营
者的门径，同
时也解除了天
下人猜疑不定
的可能，套用
今天时尚的话
说刘统勋实施
了一种“阳光
政治”模式，使
大臣与下属之
间的交流因此

可以风绝弊清。
自古以来，官员受贿，常以无法

拒绝为由半推半就接受，一旦开始便
无法止步，只能愈陷愈深。而统勋此
举，实深得刘必显防微杜渐“厉廉隅”
之法，规避了任何受贿的可能，久而
久之，举世皆知，行贿者自会望而却
步。在其带动下，终于酿就乾隆中期
社会清正风气。其后继任者于敏中，
大开奔竞之门，遂使社会风气急转直
下，到了和珅尤甚，遂使大清王朝走
向衰退。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德高望
重，在举世奢靡、尤尚浮华的和珅时
期以其敝衣恶服的装束，冷静地徜徉
于朝堂之上，与奢侈浮靡对着干，为
朝廷带来一股可贵的清俭寒素之风。
去世后其谥号为“文清”，也说明“清
廉”是其重要品行。

逄戈庄刘氏子弟在刘必显影响
之下，不仅人人“厉廉隅”，而且还采
取了正反两种措施，以防止后世子
弟败坏清廉门风。正面措施就是在
逄戈庄刘家大院内分设东西数排平
房，自称“官宅里”，用以专门接待因
在外为官清廉而在老家贫无立锥之
地的子孙。其反面措施就是对辱没
祖宗者施以酷刑，如有不肖子孙，就
刀铡油烹。

刘氏庞大的家族官僚群体中，
没有一个人因为贪污受贿而获罪或
罢免，这就无比雄辩地说明了“清
廉”官风的养成，对于一个仕宦大家
族多么重要，而在“清廉”官风上做
得最为彻底最为杰出的刘统勋、刘
墉父子，也终成一家两世名相的历
史佳话。

刘统勋的

“阳光政治”模式

张其凤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研究者说

清清爱爱学学园园：：
谁谁在在对对传传统统坚坚持持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本报《今日潍坊》记者 赵磊

走进清爱学园，所见到
的刘氏家族遗留下的文物资
料几乎为零，三个展室中，其
中两个展室全部为台北故宫
博物院珍藏的历代书画 (复
制品)。

这些复制品主要是刘氏
后代刘剑初的功劳。刘剑初堂
弟刘剑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08年，刘剑初特地从台湾回
大陆，筹划成立清爱学园。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刘
剑升的父亲和刘剑初等亲戚
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地区。之
后，刘剑升和母亲就离开了逄
戈庄，不久母亲去世，刘剑升
被送往别人家生活，改姓宋。

“上世纪70年代，父亲的
书信寄到了逄戈庄，逄戈庄的
亲戚再转告给我。就这样，我
和父亲通上了信。”70岁的刘
剑升告诉记者。

1989年，相隔两岸数十年
的刘剑升终于如愿，前往台湾
看望父亲和其他刘氏亲友。在
台湾的刘氏亲友随后也回大
陆探亲。当时，刘剑初回到大

陆，就发起筹备建立刘统勋、
刘墉的纪念馆。

2008年，在刘剑初的倡议
下，刘氏家族及企业捐资建立
了清爱学园。由于刘氏家族大
多数文物都已被破坏，他们只
能复制其他文物来填充。刘剑
初就利用自己在台湾的关系，
复制了郎世宁的《八骏图》等
与刘氏家族关系并不大的书
画。

清爱学园的建立也汇集
了大陆刘氏家族人的义务支
持。刘剑升从潍坊市区搬到逄
戈庄村，买下了逄戈庄村一处
破旧房屋，进行重建，负责看
护清爱学园。2008年他就在逄
戈庄住下，每当有游客探访刘
墉家时，他就会打开清爱学
园，将刘氏家族的辉煌展现给
大家，有时甚至带着游客去几
公里外的刘墉墓。

逄戈庄与刘氏家族过去
的辉煌都已无法再现，所有的
记忆均来自于村中72岁的刘
照。刘照告诉记者，他从13岁
就开始研究刘氏家族的资料，
一直研究到现在。在黑暗的房
屋中，他将记载着刘氏家族资
料的两本笔记本展现给记者

看。当着记者的面，他甚至熟
背刘氏家谱上的资料。

刘剑初建立清爱学园的
倡导，也许是对这位刘氏家族
研究者的最大安慰。刘照告诉
记者，清爱学园关于刘统勋等
人简历都是靠他传记下来的。
他还将一张手绘的地图展示
给记者看，他说民国时，逄戈
庄有自己的古建筑和护村河，
村子长约900米，宽约500米。

“河叫向阳河，有个清爱
小学位于西北处，四个角落有
炮台。”尽管都已经觅不到痕
迹，但刘照对这些耳熟能详。

清爱学园已经成为刘照
的另外一个家。刘照每天7点
半到清爱学园，除中午回家吃
饭外，他一天至少8小时待在
清爱学园。

他还会接到全国各地的
电话，声称自己是诸城刘氏后
代，“很多人做了官或者生意
发达了，就来认亲。”

“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
给他入族谱的。”说这话时，刘
照手中握着近百张全国各地
前来认祖的人的名片。

曾在公社里做司法干部
的刘照告诉本报记者，受积德
行善家风的熏陶，他对于逮住
的小偷，时常予以宽容。刘照
会告诉小偷，自己不是不逮
他，一旦逮住，小偷可能会与
政府为敌，也会拖累家庭。“但
对于惯偷，我不能纵容。”

就是这个对家族资料颇
为热爱的人，为了方便自己研
究刘氏家族资料，甚至拒绝去
担任村支书。

刘照告诉记者，如今刘氏
族人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有
的还在村子里做农民。而村子
的贫富差距似乎与周围村子
无异，“但我们村子风气治安
比其他村子好。”

对于家族的过去，刘照的
女儿和刘剑升的后代都已不
感兴趣，甚至有些冷漠，这让
他有些失落。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身
在青岛的刘镜如的孙辈经常
询问刘镜如刘氏家族过去的
故事，远在台湾的刘剑初也
几乎每年都带着家人回到清
爱学园，来瞻仰、拜祭刘墉
墓。刘氏后人刘照翻看自己整理的刘氏家族资料。

清爱学园里挂着刘墉（左）和刘统勋（右）的画像。

2008年建的清爱学园专门展示刘氏家族的辉煌过去。清爱学园内的书画大多与刘氏没有关系。刘氏后人刘照手绘的刘氏村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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