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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扶风堂上 

Jwlu 

 

宁乡鲁氏，族谱记载始于汉朝时奚涓公，起山东扶风。后世鲁家祭祖，均敬称扶风堂上列祖列宗。 

第一章 上港口 

上港口位于湖南省宁乡县靳江河畔道林镇和大屯营镇中间，距花明楼十公里，韶山二十公里。解放前

的上港口算不上一所豪宅，但也是一座蛮大的庄院，远远望去房屋顶上几排高大的山字垛非常显眼壮

观。朱漆大门两边是一米多高的青石门墩，门墩上雕刻着龙飞凤舞的图案。屋前坪左右两边两棵高大

的桂花树，那树冠修剪得像两把大伞。每年七八月间，那金银桂花散发出来的香气满院子沁人肺腑。

一眼很大的月塘似一块园镜嵌在屋前，那池塘里的水是好塘坝终年不止流来的活水，清沏明亮。走进

大门，中央是三栋高大的厅堂，厅堂内粉刷得雪白的墙壁，漆得通红的梁柱。一色的青砖铺地，厅堂

里摆设着考究的檀木雕花太师桌椅，显得富丽堂皇，高雅别致，这里是用来迎宾、聚餐、中元节祭祖

的地方。中栋两边瞒天过海的天井里堆砌着两个奇形异状的假石山，走过天井两边的走廊，左右两边

各是一张内宅的正门。右边门的上方书着【家善堂】。左边门的上方书着【家乐堂】。走进内宅正门，

左右各是一排排的房子，共有几十间，那是正房、书房、小客厅、厢房、客房、厨房、粮仓和柴屋等

等，再靠外侧是猪圈羊栏，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下栋整个大厅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唱唱戏，玩龙灯狮子，

平时却是空着。进门两侧的角上通常摆着两乘布蓬轿子。大院的下侧靠围墙两边是担负着护院责任而

住的几家佃户。整个大院占地数十亩，大院的周围是三米多高的围墙，把个上港口包得严严实实。院

子后面是几十亩茂密的森林，那真是青山绿水，高墙大院，在乡村里显示出典型的富家气派。住在这

大院里的就是我父亲叔父鲁氏两兄弟。 

＊  ＊  ＊  ＊  ＊ 

宁乡鲁氏，一世祖天潢，居江西省饶州府鄱阳县十字街菜园头。二世祖紫潭死后葬於江西鄱阳。宋朝

天禧三年，其遗骨由另一远孙鲁弼葬於湖北武昌县符石乡。四世祖是东吴大都督周瑜的姐夫鲁文韬。

五世祖是大名鼎鼎的鲁肃。六世祖乾贞由江西迁居湖北武昌嘉鱼县。此后五十五世列祖列宗一直在嘉

鱼定居。康熙末年，宗魁的儿子世崇（允山公）携弟弟世韬由湖北嘉鱼县净堡鹅塘迁居湖南长沙府宁

乡县道林市，成为宁乡鲁氏的始迁祖。追塑我们的上十代祖先，也就是上面说的鲁世崇允山公，明末

清初舜治年间从湖北省嘉鱼县做瓦罐生意一路讨米来湖南宁乡的，后来发了家。也有一说法是我们的

祖先是用瓦罐藏着金银以做生意为名到湖南宁乡，来谋了风水宝地发的家。宁乡姓鲁的大部分都是财

主。还出了一些当官的。在道林地区方圆几十里只要提姓鲁的，能数出很多大户来。 

宁乡鲁氏的派语是： 

国运兆平昌， 

君恩普万方， 

山川呈瑞应， 

云汉焕文章， 

时泰贤书盛， 

行高士品光， 

功臣咸一德， 

端必庆明良。 

＊  ＊  ＊  ＊  ＊ 

我父亲叔父二位是平字辈。我父亲是“家善堂”的主人，名惜英，派名嘉平；排行二七 。我叔父是

“家乐堂”的主人，名惜康， 派名乐平，排行三五 。两家各住一头。分家时两人各分得祖业田产百

亩左右，人口也都均匀，都是八个子女，只是我家里有五男三女，而叔父家却是六女二男。两家都雇

有长工女工，做着那些打杂种菜煮饭洗衣的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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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口这座宅院原是我祖父在清朝光绪年间从一个周姓财主手里买下来的，据说当时已破烂，墙壁东

倒西歪，门窗不全。我祖父和父亲及叔父辛苦经营了几十年，把旧屋拆了重新规划修建，将屋后山植

上树木，屋前坪修好一张月塘。各项工程完毕没几年就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