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鄕情怯： 南川遊小記兩則 

劉成均 

前言 

南川位於四川省東南隅，北接昔重慶市，南鄰貴州省，自唐朝貞觀十一年（公元

631）起就設置為縣。1997 年政府將重慶市和其附近的 20多個縣市合併而成為擁有 3000

多萬人口的川重慶特別市。從此，四川省南川縣改稱重慶市南川區（圖一）。 

 

 

 

 

 

 

 

圖一 重慶特別市及南川區 

南川區的面積約二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約七十萬。南川以農業為主，盛產稻米，

甘薯，玉米等作物。除農業外，南川的森林和礦產資源也很豐富。南川境內的金佛山佔地

一千三百平方公里，風景秀麗，已被訂為國家級森林公園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圖二）。 

        

圖二 南川金佛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重慶特別市和南川區 

重慶特別市位置圖 



根據劉氏家族族譜記載，我們那一支劉氏家族的祖籍是江蘇南京,當時訂下四十個

字的譜序字行如下。劉氏家族在為後輩取名字時，都依譜序取用一個字加入名字內。 

（一）重潻本嗣榮；（二）志潢仲春應；（三）仁可三有廷；（四）世洪仕正成； 

（五）登逺在大明；（六）四季永家興；（七）德隆長玉盛；（八）萬國發南京 

宋朝時先祖領兵入駐湖南，寄籍湖南永州.。清康熙年間移入四川，初居廣安,後於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遷居南川。劉世武（1753-1795）是劉氏家族遷居南川的始祖，

迄今已歷八代。上面的原派字行中用紅色標計的八個字就是這八代子孫的譜序。 

劉氏家族採用大排行，同一位祖父下的堂兄弟姐妹依序排行。我的祖父劉仕漢

（1845-1902）有成字輩的 18位孫兒和 15位孫女，我是「成」字輩的 18 位堂兄弟中最小

的一位。目前最年輕的一代是「在」字輩，他們分別是住在四川宜賓的劉在為和住在美國

加州的劉在楝，劉在恒 。 

2010年 10月我到重慶大學講學，事畢由校方安排到南川一遊，外甥樂巍也自江蘇

常州趕來相陪。這是我第一次回到南川，我們瞻拜了劉氏家族故居懷園和金佛山中的「雨

若林」石刻，並登上 2,238 公尺高的金佛山最高峰鳯凰嶺（圖三）。有件事值得一提。當

時我和樂巍回到南川後，先到市區瞻拜懷園故居，然後前往金佛山山下的三泉鎮。在三泉

鎮向好幾位當地人請問前往「雨若林」石刻的路徑，但他們都說不清楚。正要放棄之際，

見一位老人坐在路邊樹下休息，就前去問好，並自我介紹是從海外回來的南川劉氏後代，

想去瞻仰「雨若林」石刻。老人家聽到我提起先父的名字後，馬上說你們等一下，我去換

了衣服鞋子後陪你們一起上山。一路上，他和我們歡談當年見到先父和先叔，並在先叔主

持的金佛移墾區管理處工作時的往事。 

2010年後我又回南川多次，每次都近鄉情怯，感觸良深。我現在記下此懷鄉之

情，並附上兩篇短文。 

 

圖三 2010年作者與外甥樂巍返回故鄉南川並登上金佛山。左圖為「雨若林石刻」。 

 

金佛山山頂 



（1）先父劉泗英先生與道南懷園 

先父劉泗英（原名劉正江，號懷園）1894 年元月出生於南川故居懷園，1995 年八

月逝世於台北。先父先後結婚兩次，有子女十一人，六男五女。大媽陳玉昭生育了一男一

女，先母楊毓黛生育了五男四女。先父逝世後，妹妹劉逸君（原名劉成妙）將先母接到加

拿大多侖多市家中，與妹夫劉歷生盡心盡力照顧，各地子女常前往探視歡聚。先母於

2004 年六月逝世於多倫多。  

先父生長在廢科舉，興新學的新舊交替時代。他先在家鄕念了幾年私塾，然後進入

重慶中學接受新式教育。在重慶中學他受到恩師同盟會前輩楊滄白先生感召參加反袁二次

革命，失敗後流亡上海，入南洋中學繼續學業，並於 1916 年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政經系

深造。1918 數千留日學生為反對日本強佔山東半島，在東京集會抗議，先父積極參與，

和湘人龔德柏等同被日警短暫拘禁。事後很多留日學生憤而罷學歸國一年，在北京，天津，

上海各地組織救國會，創辦救國日報，以喚醒國人抗日保國意識。1918 年留日學生反日

示威和罷學抗議對於 1919 年由北京大學生發動的五四運動有相當影響。 

先父深知強國必先普及敎育和文化，因此在罷學歸國期間，結合家鄉好友在南川創

立道南學校，目前道南巳從最初僅有數十學生的小學發展成擁有五千多位學生的重點中學。 

1949 年後家族分散各地，先父和部份子女遷往台灣和海外（圖四左）。抗戰時期，

中國空軍在南川金佛山海孔洞內建了小型飛機製造工廠，招募南川鄉親到廠工作。後來，

這些鄉親中有數百人隨工廠遷到台灣台中。先父是 1947 年南川縣選出的第一屆國民大會

代表，生前和移居台灣的南川小同鄉時相往來，成為他們的大家長（圖四右）。 

  

圖四左為 1964 年父母親和在台子女合影，後排左起：劉成志，劉成平，劉逸君，劉成

壽，劉成均。圖四右為1967 年農曆新年部分南川小同鄉自台中來台北向先父母拜年（中

間一排自左往右第七和第八是先母和先父）。 

 



1949 年後懷園故居由政府接管。2014 年南川區政府通知在海外的家兄劉成壽，因

市區重建須拆除懷園並發給補償金。壽哥和海內外親人商量後決定利用補償金在道南中學

設立劉泗英奬學基金。劉泗英奬學基金設立後，每年使用基金滋生之利息頒發 9名獎學金

給道南學校高中部的清寒優秀學生（圖五）。 

                                  

圖五左為第一屆獎學金頒發典禮後，基金會董事長劉成壽與得獎學生親切交談。圖五右為
第三屆獎學金頒發典禮時得獎學生和師長與劉氏親人合影 

2018 年道南中學決定在校園內建「道南懷園」以慶祝建校百年。先父生前在教育

界和政界都有相當成就，但是他最愛以詩人自許。因此紀念石碑上面刻了一首選自先父所

著「懷園詩稿」中的詩，石碑的另一面則是「道南懷園」落成紀念文（圖六右）。 

2019 年 10 月第四屆劉泗英獎學金頒獎典禮在道南學校擧行。典禮後親人代表，校

長，老師，及獲獎同學合照於剛落成的「道南懷園」（圖六左）。 

     

圖六左為 2019 年第四屆劉泗英獎學金頒發典禮後得獎學生和師長及劉氏親人合影於道南

懷園。圖六右為紀念石碑正反兩面上的刻文。 

 



（2）先叔劉雨若先生與雨若林 
先叔父劉雨若（原名劉正澤）1900 年五月出生於四川省南川縣故居懷園。1944 年

三月逝世於重慶。先叔父少年離鄉求學,1921 自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後赴美深造，就讀加州

大學及俄克荷馬州立大學。1925 年獲得俄州大農藝學學位後回國，任職於北洋政府農林

部。1928 年國立中央大學在南京成立，聘先叔為農藝系敎授。時國家初吿統一，但仍陷

內憂外患之中，先叔亟思復興農業，厚積國力，曾著作「裁兵與屯墾」一書。 

     1931年侵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救亡圖存成為全民共識，西南內地漸成長期抗戰

的根據地。1936 年先叔懷着「開發金佛山，增強抗戰力」的宏願回川主持屯墾工作，在

南川創建金佛山墾殖實驗區。抗戰後期治瘧藥物奎寧來源中斷，在陳果夫等人推動下國府

選定金佛山墾殖實驗區大量種植常山為替代藥物，並擴及其他藥用植物研究（圖六）。 

    

圖七 抗日戰爭期間國府有關大量種植治瘧藥物常山的檔案資料（摘自「重慶市藥物種植

研究所簡史」） 

   抗戰期間，無數淪陷區人民為逃避日軍燒殺擄掠，被迫逃離家園，造成人類歷史上

最大的難民潮。為了安置難民，國府在大後方建立了 13 個移民墾殖區。先叔受命擔任金

佛山移民墾殖區管理處主任。1944年 3月 4日先叔因視察籌建中的金佛山公路發生車禍，

救治無效，逝世於重慶醫院。先父為紀念因公逝世的弟弟，手書「雨若林」條幅並勒石金

佛山上，很奇妙此一石刻歷經反右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多次運動未遭破壞，迄今仍

䇄立原處。 



雨若叔過世後包括常山在內的各種藥用植物研究工作仍然繼續在金佛山墾殖區進行，

研究範圍也繼續擴大，至今巳成為擁有近百位研究人員的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2018

年秋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為紀念該所成立八十周年及其第一任所長劉雨若而編撰出版了

研究所簡史一書（圖八左）。作為紀念活動之一，該所又複製了在金佛山山林中的「雨若

林」石碑，將其竪立於研究所大門內。（圖八右）是二零一八年十月劉氏親人訪問該所時

和研究所人員合照於「雨若林」石碑前，左面第五位是雨若叔之三子劉成立，時已高齡

92歲。 

   

圖八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內的「雨若林」複製石碑。左圖為研究所簡史的封面。右圖

為 2018年秋劉氏親人訪問研究所時和該所工作人員合影於複製石碑前 

 

結語 

 現懷園故居巳拆除，劉氏家族也早巳花果飄零，散居海內外各地。可幸的是「雨若

林」石刻仍存，並由重慶市藥用植物研究所將此石刻複製一份立於其大門內。南川道南中

學也在校園內新建了一座花園並命名為「道南懷園」。為見證劉氏家族和南川的深情，特

撰寫「先父劉泗英先生與道南懷園」和「先叔劉雨若先生與雨若石」兩短文。雪泥鴻爪聊

作近代史和兩岸一家親的備註。也願後代子孫和親友能藉此文，讓他們回故郷參訪時有可

前往追思之處。 

參考文獻 

1. 劉氏族譜。 

2. 劉泗英著懷園詩稿，1984 

3. 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簡史，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