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口陈与漳州陈系同宗一脉

8 月 7 日，本报Ａ16版刊出《800 万台胞祖籍漳州》一文后，不少读者纷纷

致电本报，想了解自己姓氏的起源。其中厦门市同安灌口一名姓陈的读者多次向

本报打听了解厦门灌口的陈与漳州陈姓有何渊源关系？昨天早上，这一陈姓的读

者又打电话询问称：“他们邻近十几个村将近一万个陈姓人，看到报道后，也都

想知道这里面的关系。”

昨日，记者先后联系了漳州市政协文史委、漳州漳浦政协文史委负责本次陈

姓调查整理的负责人，在他们的配合下，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得知原来厦门灌口

陈井（陈氏聚居地）就是福建的老牌陈井。漳州漳浦县的陈井派系都是从同安灌

口迁过去的。

陈井地名的由来有一则故事：南宋末年，同安马巷名士陈太源，抗元失败，

受元兵追缉，为恐被查出，遭受灭门之祸，便令四个儿子逃散分离，逃散前约定：

无论逃到何处定居，都要在井栏上镌刻“陈井”字样，并以陈井为地名，以后好

相认。于是，他带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逃到灌口隐居，他的长子陈文则远远逃到

海南岛，他的第三子陈英逃到漳浦濠浔（今官浔），地名陈井，部分后裔迁居今

址，也叫陈井。

在长桥镇割后村陈姓聚居地的陈井自然村，记者了解到，他们的祖祠叫“凤

仪堂”，门联上有这么一副楹联：“泉灌分支祖自同漳中立族宗开浦。”即是说，

其祖于宋末元初自泉州同安县灌口前来开基。初居官浔，部分后裔迁今址，地名

都叫“陈井”。这也就从侧面印证了灌口的陈井是老牌的陈井。

厦门市同安灌口是交通要道上的重镇，陈太源的次子陈武和幼子陈烈在那里

传下众多后裔，建立陈井 15 社。从灌口陈井分传的，除漳浦陈井外，还有福州

陈南岛陈井，也以陈井为地名。而台湾陈井则是在明末清初，灌口陈井人陈永华

佐郑成功抗清，他的大批族人随之加入郑军，直到随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

复台湾后，便留在台湾垦荒拓土，至今传下族裔 6 万多人。嘉义县鹿草乡的陈井

村，便是其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