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
流
综
述

陈
姓
在
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
中
是
一
个
德
重
邦
国

世
代
芳
馨
的
鼎
盛
大

族

其
历
史
悠
久

源
远
流
长

一
对
义
门
陈
的
谱
系
宋
代
内
阁
兵
部
尚
书
制
诏
总
裁
胡
旦
在
《
义
门
记
》
中
写
道

“
按
其
家
谱

陈
宜
都
王
叔
明
之
后

曰
兼

唐
玄
宗
时

举
进
士
为
右
补
阙

生
京

进
士
及
第

官
给
事
中

秘
书
少
监

集
贤
院
学
士

无
子

以
从
子
褒
为
嗣

官
至
盐
官

令

生
瓘

为
高
安
县
丞

生
钰

钰
生
镶

避
难
于
泉
州
之
仙
游
县

生
伯
宣

昔
与
马
总

友
善

总
移
南
康

伯
宣
因
游
庐
山

悦
其
山
峦
耸
秀

遂
隐
居

注
司
马
迁
《
史
记
》
行

于
世

日
为
著
述

诏
征
不
起

拜
著
作
佐
郎

其
孙
旺

徙
居
于
德
安
之
太
平
乡
常
乐
里

旺
生
机

机
生
感

感
生
兰

兰
生
青

青
生
六
子

曰
伉

侍

仲

俛

伟

伸

六
生
十
九

亦
生
三
十
二

自
是

而
家
益
昌

族
益
盛
矣

”



二
对
义
门
陈
的
谱
系
源
流
义
门
陈
历
届
宗
谱
均
有
记
载
综
合
如
下

黄
帝
时
期

陈
丰
（
锋
）
氏
是
黄
帝
氏
族
的
一
个
重
要
分
支
部
落

传
说
黄
帝
的
孙

媳
妇
和
曾
孙
媳
妇
均
为
陈
丰
氏
族
部
落
之
女

后
陈
丰
氏
部
落
随
黄
帝
族
从
陕
西
宝
鸡

陈
阪
（
陈
丰
氏
部
落
初
居
地
）

定
居
河
南
宛
丘
（
今
淮
阳)

《
山
海
经
大
荒
南
经
》
谓

之
“
陈
州
之
山
”

上
古
世
系

司
马
迁
《
史
记
·
五
帝
本
记
》
载
曰

黄
帝
娶
西
陵
氏
之
螺
祖
为
正
妃

生
玄
器

昌

意

昌
意
取
蜀
山
氏
之
女
昌
仆
为
妻

生
高
阳

高
阳
有
德
于
民

黄
帝
去
世
后

继
承
帝

位

是
为
颛
顼
帝

颛
顼
生
穷
蝉

穷
蝉
生
敬
康

敬
康
生
句
望

句
望
生
桥
牛

桥
牛
生

瞽
叟

瞽
叟
娶
握
登
氏
为
妻
生
舜

舜
乃
陈
氏
之
血
缘
始
祖

自
黄
帝
至
舜
帝
谓
之
“
上

古
世
系
”

虞
舜
世
系

据
《
史
记
陈
杞
世
家
》
记
载

黄
帝
九
世
孙
虞
舜

以
孝
闻
世

四
岳
推
举

继
尧
为



帝

舜
代
首
领1

1

年
在
位3

9

年

后
禅
位
于
禹

禹
封
舜
帝
之
子
商
均
于
虞
（
今
河
南
虞
城
县
北
）
自
舜
帝
诞
生
（
约
前22

40

前1
067

）

至
妫
满

历
时1

173

年
共
传3

3

代

谓
之
“
虞
舜
世
系
”

陈
国
世
系

公
元
前1

066

年

周
武
王
灭
商
后

为
感
舜
德

封
舜
帝
三
十
三
世
孙
妫
满
（
阏
父

之
子
）
于
陈
丰
氏
部
落
的
故
址
建
立
陈
国
（
今
河
南
东
部

安
徽
西
部
带)

建
都
宛
丘
（
今

河
南
准
阳
）

奉
守
舜
帝
祭
祀

后
来
其
子
孙
以
国
为
氏

即
陈
姓

妫
满
公
去
世

谥
陈

胡
公

其
长
子
申
公
陈
犀
继
位

其
后
子
孙
相
继
相
承
至
闵
公
陈
越

于
公
元
前4

79

年

为
楚
所
併
共
传
二
十
世(

历58
8

年)

谓
“
陈
国
世
系
”

户
牖
世
系

陈
越
长
子
太
子
剑
为
避
楚
害
迁
户
牖
（
今
河
南
原
阳
县
）

改
名
陈
衍

其
子
琏
初

奔
齐
任
仕

衍
卒
后
归
户
牖
以
奉
祭
宗

传
七
世
有
陈
涉
（
陈
胜
）
揭
竿
而
起

举
义
军

推
翻
秦
朝
残
暴
统
治
成
为
中
国
历
史
上
农
民
起
义
的
第
一
人

又
传
三
代
孙
陈
平

先



为
西
汉
刘
邦
六
出
奇
谋
而
兴
汉
朝

后
为
汉
惠
帝

吕
后

文
帝
三
朝
丞
相
封
户
牖
候

光
耀
天
下

故
此
阶
段
为
户
牖
世
系

山
阳
世
系

陈
平
五
世
孙
陈
考

于
汉
元
帝
二
年
（
前47

年
）
被
捕

家
计
一
空

考
移
家
山
阳

瑕
邱
（
今
山
东
兖
州
东
北
）

陈
考
之
子
陈
汤
为
著
名
将
帅

因
抗
匈
奴
有
功
封
为
关
内

侯

汤
后
六
世
都
居
修
武
（
山
阳
）

故
称
山
阳
世
系

颍
川
世
系

陈
寔(

104
-18

7)

字
仲
弓

东
汉
时
人

曾
入
太
学
就
读

汉
桓
帝(

147
-16

7)

时
为

太
丘
长

因
党
锢
之
祸
自
请
入
囚

遇
赦
后

三
公
每
缺
必
召
之

寔
不
受
而
隐
故
里

寔

平
心
率
物

乡
人
有
争
讼

则
求
判
正

众
皆
曰

“
宁
为
刑
罚
所
加

勿
为
陈
君
所
短
”

因
义
释
夜
窃
者

而
出
“
梁
上
君
子
”
之
典
故

陈
寔
生
有
六
个
优
秀
的
儿
子

尤
其
长

子
纪
（
元
方)

四
子
谌
（
季
方
）
号
称
“
难
兄
难
弟
”
（
见
《
史
料
勾
沉
·
难
兄
难
弟
》）

与
陈
寔
合
称
“
三
君
子
”

作
为
封
建
道
德
的
典
范
而
“
图
像
百
城
”

还
曾
携
子
孙
访



荀
淑

同
游
许
昌
西
湖

感
德
星
聚
奎

汉
灵
帝
遂
在
许
昌
建
“
德
星
亭
”

陈
氏
后
裔
故

有
“
德
星
堂
”
之
名

陈
寔8

4

岁
而
终

后
追
封
为
预
川
侯

至
陈
匡
迁
居
曲
河
为
止

共

传
七
代

此
为
颖
川
世
系

长
城
世
系

陈
逵
（
又
名
世
达
）
系
陈
匡
之
子

东
晋
元
帝
建
武
初(3

17)

曾
作
为
丞
相
属
员
历

太
子
洗
马

出
任
长
城
令

悦
其
山
水

后
定
居
长
城
（
今
浙
江
长
兴)

尝
言
“
此
地
山

水
秀
美

当
有
王
者
兴

二
百
年
后

吾
子
孙
必
钟
斯
运
”

果
然
卒
如
所
言

（
陈
逵
十

二
世
孙
陈
霸
先55
7

年
建
立
陈
朝
）

从
陈
逵
至
陈
文
赞
期
间
十
一
代
为
“
长
城
世
系
”

陈
朝
世
系

陈
文
赞

生
三
子

谈
先

霸
先

休
先

霸
先
于5

57

年
建
立
陈
朝
为
陈
武
帝

谈

先
在
南
梁
作
官

后
升
迁
东
宫
直
阁
将
军

陈
武
帝
追
赠
太
傅

谥
始
兴
昭
烈
王

后
宣

帝
追
封
为
帝

谈
先
生
二
子

长
子
陈
蒨
（
陈
文
帝)

次
子
陈
顼
（
陈
宣
帝
）

宣
帝
陈

顼
生
四
十
二
男

长
子
陈
叔
宝
为
陈
后
主

祯
明
三
年(5

89)

被
隋
所
并

宣
帝
六
子
叔



明
太
建
五
年(

573
)

封
为
宜
都
王

共
传
四
世

称
为
陈
朝
世
系
或
始
兴
世
系

陈
叔
明(

555
-61

8)

行
六

字
子
昭

仪
容
美
丽

举
止
宽
和

太
建
五
年(5

73)
封
宜
都
王

授
宣
惠
将
军

历
任
中
东
郎
将

东
扬
州
刺
史

升
迁
轻
骑
将
军

卫
尉
卿

后
主
时
为
侍
中

翊
右
将
军

晋
号
安
右
将
军

入
隋
为
鸿
胪
少
卿

叔
明
公
生
五
子

长

子
志
高

隋
时
会
稽
郡
（
今
浙
江
绍
兴)

司
马

志
高
生
陈
才

唐
会
稽
郡
司
马

陈
才
生

三
子

长
子
蕴
圭

官
晋
陵
郡
司
功
参
军

后
隐
居
山
林
自
乐

蕴
圭
生
陈
兼

陈
兼
唐
进

士

翰
林
学
士

官
居
右
补
阙

赠
秘
书
少
监

陈
兼
六
世
孙
陈
伯
宣

有
文
史
才

注
司

马
迁
（
史
记
）
行
于
世

名
闻
于
朝
野

征
著
作
郎
而
不
就

仙
游
浪
迹
于
匡
庐

因
爱
其

峰
峦
峻
秀

途
径
幽
深

遂
结
草
晦
迹
卜
居
焉

江
州
义
门
世
系

陈
伯
宣
几
经
辗
转
隐
居
“
江
西
庐
山
十
年

于
唐
玄
宗
开
元
十
九
年(

731
)

举
家
迁

至
齐
集
里
（
今
江
西
九
江
县
）
其
孙
陈
旺

进
士
及
第

于
宝
历

太
和
年
间(8

25-
832

)

率
全
家
四
代
择
地
迁
居
江
州
府
蒲
塘
场
太
平
乡
永
清
村
常
乐
里
（
今
江
西
省
德
安
县
车



桥
镇
义
门
村
）

数
代
同
居

耕
读
传
家

忠
孝
双
行

人
文
昌
盛

称
为
“
陈
氏
德
义
之

门
”
名
扬
四
乡

誉
满
朝
野

唐
僖
宗
李
儇
于
中
和
四
年(

884
)

首
次
旌
表
为
“
义
门
陈

氏
”

陈
伯
宣
被
尊
为
江
州
义
门
陈
一
世
祖

陈
旺

字
天
相

授
江
州
牧

特
授
承
议
郎
知
德
安
县
事

宋
仁
宗
天
圣
元
年
追
赠

晋
国
公

公
生
有
端
印

唐
宪
宗
元
和
十
四
年(

819
)

迁
居
江
州
（
今
九
江
德
安
县
车
桥

镇
义
门
村)

遂
为
义
门
陈
氏
开
基
祖

当
时
九
江
知
府
童
潮
赞
曰
：
“
庐
山
之
孙

义
门

之
祖

名
驰
两
地

螽
斯
于
古

”

陈
旺
妣
孙
氏

生
二
子
机

棋

长
子
陈
机

字
师
孟

登
进
士

官
至
中
书
舍
人

宋

仁
宗
天
圣
元
年(

102
3)

追
赠
燕
国
公

妣
王
氏
生
一
子
感

陈
感

字
伯
通

授
迪
功
郎

宋
仁
宗
天
圣
元
年(

102
3)

追
赠
许
国
公

妣
郑
氏
生
一
子
兰

陈
兰

字
元
发

官
朝
议

郎

宋
仁
宗
天
圣
元
年(1

023
)

追
赠
吴
国
公

妣
李
氏
生
一
子
青

陈
青

字
仁
钦

登
进
士

授
直
云
阁
学
士

官
朝
散
大
夫

宋
仁
宗
天
圣
元
年

(
102

3)

追
赠
齐
国
公

妣
刘
氏
生
六
子

伉

侍

仲

俛

伟

伸

自
此
人
丁
兴
旺

家
道



大
昌

陈
青
为
义
门
第
一
任
家
长

至
咸
平
三
年(
100

0)

人
丁
达17

78

口

陈
仲
（
陈
青

三
子
）
宋
赠
恭
惠
公

妣
蔡
氏
生
三
子
：
崇

谐

式

陈
崇
（
陈
仲
长
子
）
登
进
士

官

至
文
渊
阁
大
学
士

唐
昭
宗
大
顺
元
年(
890

)

授
江
州
长
史

检
校
银
青
光
禄
大
夫
兼
御

史
上
柱
国

赐
紫
金
鱼
袋

陈
崇
为
义
门
三
任
家
长

主
家
政
二
十
八
年

于
中
和
二
年

(
882

)

立
家
法
三
十
三
条

置
主
事

设
库
司

建
书
堂
（
于
唐
昭
宗
龙
纪
元
年
公
元889

年
建
立
东
佳
书
院)

立
庄
首

自
此
开
始

义
门
陈
氏
如
日
中
天

名
震
朝
野

陈
崇
誉

为
义
门
显
祖

从
陈
旺
开
基
建
庄

至
宋
嘉
祐
七
年(

106
2)

奉
旨
分
庄

历
经
唐

五
代

十
国

宋
三
个
朝
代

历
时
三
百
余
年

合
族
同
居
十
数
代

创
造
了
“
三
千
余
口
文
章
第

五
百
年
来
孝
义
家
”
之
世
界
上
独
一
无
二
的
人
文
奇
迹

我
们
将
上
述
阶
段
定
为
“
江

州
义
门
世
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