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
门
同
居
十
三
世
历
代
公
立
家
长
表

第
一
任

陈
青(

公
元

8
3
5
-
8
9
8

年)

字
仁
卿

号
德
彦

唐
僖
宗
中
和
举

进
士

光
启
时
授
直
云
阁
大
学
士

官
朝
散
大
夫

宋
仁
宗
赠
齐
国
公

宋
天
圣

元
年
丙
寅

蒙
敕
赠
显
祖
青
五
代
公
爵

特
立
祠
堂

设
五
龛

命
守
士
官

以

文
庙
先
师
礼
乐
致
祭

酌
献
诰
一
道
云

“
义
门
陈
氏
”
义
居
年
将
几
于
五
百

阖
族
同
爨
族
何
聚
于
三
千

惟
祖
父
之
训

式
用
公
候
之
爵

无
靳
锡
之
大
礼

拜
以
先
师

庶
几
车
上
之
民

感
化
同
堂
之
义

主
持
家
政

1
6

年(
8
6
0
-
8
7
6

年)

第
二
任

陈
伉

字
世
高

陈
旺
第
六
代
孙

唐
翰
林
院
大
学
士

进
士
授
光

禄
大
夫

仕
虞
部
丞

主
持
家
政
四
年

和
睦
有
声

爵
赠
正
和
公

立
祠
堂

敬
祀
先
祖

设
增
贤
堂

以
礼
贤
士

培
养
元
气

唐
中
和
年
间
旌
表
门
闾



第
三
任

陈
崇

字
克
遵

号
术
模

又
号
锦
先

后
唐
明
宗
天
成
戊
子
科

举
人

任
荆
州
通
判
有
功

超
升
大
理
寺
永
守

任
江
州
刺
史

官
授
银
青
光
禄

大
夫

右
散
骑
常
侍
兼
御
史
大
夫

上
柱
国
赐
金
鱼
袋

公
元

8
9
0

年
立
家
法

3
3

条

建
刑
杖
厅

南
唐
又
立
“
义
门
”

免
其
徭
役

主
持
家
政2

8

年

第
四
任

陈
让

字
策
梅

号
元
坚

唐
御
前
兵
马
使

常
德
太
守

主
持

家
政
五
年

设
局
务

长
幼
有
序

晨
昏
有
礼

克
遵
家
规

是
训
是
行

谨
达
父

志

南
唐
又
受
旌
表

第
五
任

陈
衮

字
策
论

号
元
钦

华
夫

后
唐
明
宗
丙
戍
科
进
士

加
升

文
渊
阁
学
士

主
家
政2

5
年

九
代
同
居

七
百
余
口

家
口
食
众

南
唐
李
昪

昇
元
三
年
己
亥

敕
旌
表
门
闾

建
孝
义
坊

免
差
役

税
粮

赐
“
义
冠
古
今
”

匾
额

奉
敕
作
“
义
字
经
”

增
设
书
堂

聚
书
数
千
卷

置
田
十
二
顷

以
资
四

方
游
者

第
六
任

陈
昉

字
德
元

进
士

授
文
林
郎

任
太
常
寺
奉
礼
郎

主
家
政3

4

年



屡
蒙
诏
赏

第
七
任

陈
鸿

字
大
用

进
士

官
左
仆
射

主
家
政

1
4

年

克
绍
祖
志

蒙
诏
旌
奖

太
平
兴
国
七
年
（
公
元9
8
2

年
）
佑
补
阙
直
史
馆

张
齐
贤
任
江

州
转
运
使
时

奏
其
免
役
杂
科

第
八
任

陈
兢

字
文
伟

号
云
岩

后
唐
进
士

任
江
州
刺
史

主
家
政
时

太
宗
览
之
曰

“
真
良
家
也
”

敕
为
义
门
处
士

有
孝
义
传
说
见
宋
史

畜
犬

百
只

共
一
牢
食

一
犬
不
至

诸
犬
不
食

第
九
任

陈
肱

又
名
恭

字
业
林

号
道
凝

任
殿
中
丞

理
江
州
事

主

家
政
二
年

主
家
政
时
值
江
州
饥
荒

江
州
军
康
戬
奏
管
下
德
安
县

陈
肱
家
有

二
千
二
百
口

粮
食
不
足

乞
于
州
仓
每
年
贷
米
三
千
石

第
十
任

陈
逵

字
罔
修

官
御
史
中
丞

雍
熙
四
年
为
家
长

训
饬
有
节

内
外
雍
睦

无
间
言

主
持
家
政
二
年

第
十
一
任

陈
袭

字
尚
绸

号
成
叔

飞
熊

衍
昌

任
江
州
太
守

授
殿

中
丞

文
渊
阁
大
学
士

赠
封
鲁
国
公

主
家
政
二
年

主
家
政
时

聚
族
三



千
余
口第

十
二
任

陈
旭

字
道
林

号
东
升

宋
仁
宗
时
官
授
枢
密
使
司
知
谏
院

事

任
江
州
助
教

主
家
政2

6

年

时
蒙
上
旌
表
敕
授
将
仕
郎

第
十
三
任

陈
蕴

登
进
士

官
任
江
州
助
教

仁
宗
天
圣
初
将
士
郎

主
家

政
时
宋
天
圣
二
年
（
公
元1

0
2
4

年
）

聚
族
三
千
余
口

知
州
李
无
颖

奏
许
以

便
置
田
无
限

第
十
四
任

陈
泰

主
家
政3

9

年

宋
仁
宗
天
圣
四
年
（
公
元1

0
2
6

年
）

诏
本
县
建
祠
堂

以
祀
其
先

庆
历
四
年(

1
0
4
4
)

全
家
增
至

3
7
0
0

余
口

宋
嘉

祐
七
年
（
公
元1
0
6
2

年
）

义
聚3

9
7
8

口

朝
廷
思
保
全
之

七
月
初
三
敕
江

南
西
路
转
运
使
谢
景
初
等
人
监
分

是
年
三
月
以

2
9
1

分
拈
阄
分
析

公
出
具

阄
关

江
州
义
门
家
族
选
择
家
长
（
最
高
领
导
者
）
不
论
辈
分
和
嫡
长

推
贤
任
能

惟

才
是
举

选
择
有
才
干

大
公
无
私

尊
老
抚
幼

维
护
家
族
利
益

有
团
结
互
谦

互
助
精
神

有
协
调
官
民
关
系
能
力
的
人
担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