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寔与颍川支派

在汉末魏晋以后的历代陈氏谱谍中，东汉时的颍川陈寔是一位极其关键的人

物。陈氏世系源流中，各派都以虞舜为陈姓的“血缘先祖”，从虞舜以下，传至胡

公妫满在陈地立国得姓，天下陈氏又以胡公妫满为“得姓始祖”。胡公之后，陈氏

有陈完齐田支系、陈平户牖支系——陈汤山阳支系、陈全温俊仪支系等，这些主要

支系最后都归结于颍川陈氏的始祖陈寔。陈寔之后，陈朝长城支系——江州义门

派、开漳派等，又都以陈寔为祖。可以说，陈寔是陈姓继虞舜、妫满之后的第三位

重要始祖。

陈寔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寔（104-187 年），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

人。《后汉书》有传。陈寔少时家境贫寒，曾在县里作小吏，做事任劳任怨，而又

有志好学，受到县令的赏识，让他去太学读书。后来陈寔先后任郡督邮、功曹，深

明大义，“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其高尚的德行为远近所叹服。东汉桓帝元嘉元

年（151 年）司空黄琼选任陈寔为闻喜长，后又改任太丘（在今河南永城）长。在

地方任上，陈寔以德施治，关心、爱护百姓，邻县甚至有不少人因此要迁居到他属

下的地方。后来沛国相违法赋敛，加重百姓负担，陈寔无法阻止，便辞官归里。

陈寔德冠当时，成为远近宗师的名士之首，荀爽、贾彪、李膺、韩融、王烈、

管宁、华歆、邴原等都曾向他问学。陈寔作为名士领袖的活动为各方所关注，按照

贤人上应星象的说法，陈寔出行，据说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从观测德星（即木星，

旧谓主祥瑞之星）出现上也看出来了。

东汉末年，宦官弄权，大兴“党锢之祸”，对士族名士进行迫害。延熹九年

（166 年），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被捕下狱，陈寔也在其列。其他人大多

逃避求免，但他却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大义凛然地自请入狱。第二年才

遇赦出狱。建宁元年（168 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谋除宦官，征召陈寔为掾

属，参与共定计策。但不久事败，窦武等被杀，宦官更大规模地缉捕党人，死徙废

禁达六七百人。陈寔再受党锢，隐居家乡。

陈寔在乡里，注意以高尚的道德感化人们，威信很高，人们都很重视他的意

见，认为“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宁愿接受刑罚，也不愿听到陈寔的批

评。一次，有个小偷躲到他家屋梁上，准备夜间行窃。陈寔发觉后，不动声色，把

儿孙们叫到屋里，教育他们要努力上进，正正当当做人，不要象梁上君子那样养成

了坏习惯。伏在梁上的小偷听了很受感动，跳下来向他请罪。这事传开后，其他人

也都受到了教育，县里盗窃案也减少了。“梁上君子”的典故即就此而来。

党锢解除后，大臣们都纷纷推荐陈寔，朝廷也多次以公相之位相召，但他都推

辞了。中平四年（187 年），陈寔病逝于家中，享年 84 岁。各地赶来吊祭的有 3

万多人，送殡的车子千辆，披麻戴孝者 500 多人，大将军何进也遣使出席，公元



188 年，豫州刺史为陈寔褒功，建庙立碑，谥为“文范先生”，著名文学家蔡邕撰

写碑文，并将他的图像张帖百城，树为朝野吏民学习的道德典范。后又追封为颍川

侯，钦赐龙牌。

陈寔共有六个儿子，其中陈纪、陈谌最有贤名。当时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并称

为“三君”。其孙陈群为魏司空，是“九品中正制”的创建者，陈群之子陈泰也位

至魏之司空。汉末魏晋颍川陈氏家族成员史实见载于《后汉书》、《三国志》、

《晋书》、《宋书》及《世说新语》等书，其中陈寔及其子孙陈纪、陈群、陈泰都

在《后汉书》、《三国志》中列有专传。

颍川陈氏由汉末入于魏晋，成为当时的一流高门，子孙历十余世冠冕相承、名

士风流，家族地位历三百年而不坠，可说是魏晋间历史最为悠远的世家大族之一。

相比而言，所谓王谢之家也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了。虽然颍川陈氏主支南迁，但在北

朝，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 年）定士族，在历史上首次以朝廷的威权采取法

律形式明确制定门阀序列，陈氏也一直列为颍川首姓。

颍川陈氏成为中华望族，天下陈氏共以颍川陈寔为祖，这不仅在陈姓氏族历史

上，而且在中华各姓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观。因而，我们有必要探讨清楚这其中

的缘由。

事实上，据《后汉书·陈寔传》所载，陈寔“出于单微”，其先祖渊源并无可

考。他之所以被尊奉为颍川陈氏之祖，并为后来天下大多数陈氏子孙共同尊崇，有

以下原因：

其一，陈寔虽不是位极人臣的高官，也没有彪炳千秋的功业，但他品德高尚，

“兼资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总修百行。”陈寔谥号

“文范先生”：“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在中国古人“立功、立言、立德”三不

朽中，“立德”是最高境界。比之于他以前的陈姓名人，陈胡公妫满是第一个得姓

的人，但他和他的公室后裔并不姓陈，而姓妫；公子完奔齐，以故国为姓，称陈

完，但不久改姓为田；陈国亡后，公室子孙多无显贵者；陈胜称王，但他是反者；

陈平位至汉相，但多用阴谋；陈汤有军功，但人品有疵。而陈寔道德为后世旌表，

是陈氏先贤中最为突出者。

其二，陈寔及其家庭所处的汉末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士族门阀制度最为鼎

盛的时期。东汉末年以来，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对政治起着巨大的作用，士族名士成

为士大夫的核心，所以姓氏郡望多起于汉末魏晋时代。颍川陈氏正是以汉末大名士

身份起家成为当时的巨姓望族，世代传袭，名重魏晋。因而，后世修撰家谱者总要

追溯至汉末魏晋时期的名望家族，尤其是明清以来民间跨地域联宗修谱活动，使各

姓氏支派先祖渊源的合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其三，陈寔一系，从东汉到三国魏晋，子孙历十余世显贵，家族地位延续三百

年。尤其是自南朝陈代立国者陈霸先“自云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以来，以颍川陈氏



广布南北的事实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来看，天下陈氏共祖颍川的情况于理于情都还

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