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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古时，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说明氏起源于父系，而姓则
来自母系。但秦汉起姓氏不分，以后人们就只有姓，而没有氏了。今天如果提到姓氏，一般就理解为
姓名了。　　二干多年来，姓已经成为华夏——汉族人民家族的标志性称号。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
很多少数民族和一些周边国家也采用了以姓为家族标志的制度．有的还直接采用了汉姓。发展到今天
，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裔，都有自己的姓，而且一般都沿用本家族的姓。　
　姓既然是标志家族的称号，由于家族地位的差异，就是在一个姓内，也会有高低贵贱之分。魏晋后
讲究门阀，出身高门大族成为获得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到了唐朝，姓望、郡望应运而生，姓
望或郡望成了区别门第高下的标准。如同样姓王，太原王氏门第最高，琅邪王氏其次，其他地方的王
氏等而下之，排不上姓望的就只能算寒门素族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当官入仕，出人头地，就只能
攀龙附凤，以至不惜编造谱系，将本家族与本姓的郡望联系起来。流风余韵，历久不衰。北宋编《百
家姓》列皇族赵姓为第一，明朝的《千家姓》用朱姓开始，而清朝康熙年间的《御制百家姓》大概不
便将满族的“爱新觉罗”与“赵钱孙李”并列，改以孔姓居首。　　《百家姓》所收录的姓实际不止
一百，明朝洪武年间的吴沈已收集到一千九百多个姓。据最近的调查，中国人现在还在使用的汉姓达
三千个之多，而使用最多的一百个姓，其人口约占总人数的85%：较为常见的姓，也有三百个左右，
其人口则占人口总数的99%以上。不过，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习惯于用“百家姓”来代表众多的姓，
“百家姓”已成为中国诸姓总和的代名词。　　在“百家姓”中，最常见的几个姓的人口已有上亿，
一些大家族的后裔超过千万，但一些稀姓的人口很少，或者只分布在很小的范围。有的姓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二三千年以前有的姓则是近代才产生的。多数姓出于华夏诸族和汉族，也有些姓源于少数民族
，甚至来自遥远的外国。多数姓有共同的祖先，另一些姓则出于不同的祖先。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和后
裔一般都沿用同一个姓，但由于过继、入赘、赐姓、改姓等种种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同姓可以变为
异姓，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能采用同一个姓。每个姓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就是一部内容生
动的历史，更不用说其中各家族和成员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　　一个姓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是中
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当然无法取代中国史和中国文化，但因为它具体而微，
无不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些在中国史中没有必要或无法显示的事件或内容，却是一姓一族有决定意
义的要事大事，因而需要详细记载，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记载，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才能那么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每个人都希望了解自己和家族的来源，了解本姓的历史，而且
由于这历史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一部分就产生在自己熟悉的人物和地点之间，必定会备感亲切
，更受教益。只要摆脱了狭隘的宗族观念，敬祖爱家与热爱祖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了解本姓本族的
历史与学习祖国的历史就能相得益彰。本着这样的目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了这
套《百家姓》丛书，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要。　　名为”百家姓”，实际并不以哪百家为限。但如此
多的姓又无法一一写来，所以只能选其中一部分，陆续出版。选择的标准不一，或因人数多，影响大
，或因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或因有代表性、特殊性，或因有合适的作者：只要有需要和可能，还可
以不断地编下去，以便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　　各姓的史料相差悬殊，有的只能撷取极少一部
分，有的却要千方百计地收罗：有的在史书中有详尽记载，有的却只见于家谱或传说，甚至只有民间
故事或神话可供参考。写入书中的内容未必都是信史，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一个方面。为
了增加可读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以精炼的文字、简洁的语言，生动的描述，辅之以插图、照片、
地图，以便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轻松愉快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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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吾祖吾宗，生生不息；
　　吾姓吾氏，光耀寰宇。
　　书不尽先贤英杰，旷世伟业；
　　道不尽寻常百姓，蓬勃生气；
　　叹不尽郡望名门，繁华遗梦；
　　录不尽家族兴衰，萍踪胜迹。
　　更留下多少沧桑故事，待从头说起。

　　一个民族忘却祖宗，犹如一个人背却血统。当我们抚摸着那发黄的浸透着若干代人体温度的族谱
时，一种追溯祖先足迹的温情与敬意油然而生。本书旨在探讨李姓的流变，以及其从血缘、地缘到业
缘的聚落分布奥秘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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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一 陈姓溯源  （一）陈字寻绎  （二）远古的氏族  （三）陈姓图腾二 陈姓沿革  （一）渔猎文明之
祖商均  （二）迁徙流浪的有虞氏族  （三）陈姓王朝的振兴与衰亡  （四）陈姓分支  （五）历代播迁   
1. 先秦至晋代    2. 唐宋时期    3. 元明清时期      （1）移居台湾      （2）走向世界      （2）留踪东南亚三 
陈姓分布  （一）江州望族陈氏  （二）内内陈姓踪  （三）海外陈姓踪迹  （四）少数民族陈姓四 陈姓
人群与血型五 陈姓重要历史名人  （一）主要人物    1. 汉代名相陈平    2. 才华横溢的陈寿    3. 杰出诗人
陈子昂    4. 三藏法师陈社    5. 道教老祖陈抟    6. 爱国忧民的陈子龙    7. 学林才子二兄弟  （二）次要人物
六 陈姓寻踪溯源、祭祖问宗之胜地  （一）陕西省  （二）河南省  （三）河北省  （四）北京  （五）湖
南省  （六）山东省  （七）江西省  （八）福建省  （九）广东省  （十）台湾省七 陈姓文化散踪  （一
）堂号  （二）对联  （三）书画艺术八 陈姓历史人物一览表

Page 4



《》

章节摘录

　　陈姓不仅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还有许多人侨居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尼
西亚、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海外的陈姓华侨，组织了数十个宗亲会，并联
合组成世界陈氏宗亲总会，积极开展宗亲联谊活动。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在当今祖国的建设事业中，
为国奔走呼号，捐集资金、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身在海外，却心向
祖国，无愧于陈姓这个崛起于3000年前中原大地上的永远前进不息的战车形象，他们是华夏子孙的骄
傲。　　1．明代爱国华侨陈申　　陈申是同安（今福建同安县）人。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92），日
本武士丰臣秀吉集兵于九州岛，计划先占朝鲜作为跳板，由辽东入关，再将天皇首都迁到北京，坐镇
中原，以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当时陈申正在琉球经商，闻讯后，担心祖国受到侵害，即与琉球长史
郑迥商议，委派琉球到明朝廷进贡的使节将这一军事情报报告皇帝。不久，陈申回到祖国，再次把所
获敌情向巡抚赵参鲁报告。赵即转告兵部，由兵部移咨朝鲜王．为明代政府联合朝鲜，抗击日本侵略
争得了时间和主动权。　　2．菲律宾华侨陈谦善　　陈谦善，幼年家贫，清同治年间（1862-1874）
至菲律宾做苦工。他为人机敏聪颖，熟悉西班牙语，数任当地首领，深得华人信赖，都叫他“陈最戈
”。　　陈谦善与西班牙王宫的宠臣交谊很深，驻菲律宾总督如与他不相和睦，西班牙政府便调换其
他人当总督，因此，当地殖民者都畏惧他。当时凡有关华侨法令，都先和陈谦善商量，取得认可后才
施行，如在华侨中废餘死刑一事，陈谦善向西班牙人说明中国无枪毙这一刑法，所以不得施之干华人
，最后废除了死刑。又如福建籍妇女不得胁逼被迫为娼，在菲律宾沿袭为成例。都是他的功劳。因积
极参与华侨公益事业，极大地维护了华人的权益，马尼拉市建有陈谦善的铜像，至今尚存，　　陈谦
善的儿子陈刚，回国后考上进士，后被任命为第一个中国驻菲律宾领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陈
刚在领事馆内设立学校，名中西学校，是南洋华侨教育的首创者。光绪二十五年，又设立马尼拉中华
总商会。为中菲交流和华侨事业作出了贡献。　　3．企业先驱陈启源　　陈启源（约1825-1905），
字芷馨，广东南海县西樵乡简村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曾两次应童生试。父亲死后
，家境困苦，于是放弃科举，与二哥陈启枢在村中一边教书，一边以农桑为业。陈启枢为生活所迫，
出国到越南谋生，三年之后，稍有积蓄，于1854年回国，带启源同往越南，在那里从事纱绸杂货买卖
。　　陈启源聪明好学，幼涉诗书，少年时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不涉猎。他目光敏锐．极有悟性。
到越南后又到暹罗（泰国）、缅甸等地考察机器械具。在遏罗时，他对当地采用蒸汽机进行缫丝十分
感兴趣，经过长期观察、研究，熟悉了机械操作。1872年，年近50的陈启源携资回到故乡，筹划创办
机器缫丝厂，次年，便以七干两白银在简村建成了继昌隆缫丝厂。厂里机器设备齐全，工厂占地四十
多亩。有三百多个足踩式缫丝工作位，有四百多工人，规模相当可观。缫丝原料从邻近的东莞、顺德
、中山等县采购，产品则由西樵用船运到广州丝庄出售或转售给外商。还设立丝庄。由陈启源次子蒲
轩主持外销。在继昌隆缫丝厂附近还开办了永生号碾米厂和肉食商店、杂货店。由于工商并举．多方
聚财．生意兴隆，发展了地方经济。　　因为当时社会环境所不容．1881年11月丝厂迁到澳门，改名
和昌缫丝厂。3年后，又重回简村，改名世吕纶。1928年由于种种原因，世昌纶倒闭关门。但陈启源对
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民族企业的先驱者。在他的带动启发下，南海、顺德两县缫
丝业相继而起，几年之间，厂家多达数十家。到1901年，广东缫丝全部由手工改为用机器．拥有工人
十万余人。　　除了开拓实业，陈启源还勤奋著述，以惠后人，撰有《蚕桑谱》一卷、《陈启源算宇
》十三卷。　　4．民办铁路修造者陈宜禧　　陈宜禧（1844-1929）幼名德添、瑞林，字畅庭，广东
台山县六村区朗美村人。少年赴美国谋生，中壮年时成为美国西雅图华侨领袖之一。　　陈宜禧在美
国艰辛创业，颇有家资，他目睹比较了当时中美之间的差距，深感修建铁路以改善交通，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迫切，遂不顾家人劝说，以暮年之躯还乡，主持修筑新宁铁路，为之投入了大部分家财。到他
去世时，只留下了三间房子及二十亩薄田。可谓报效故乡，呕心沥血。　　新宁铁路（台山县原称新
宁县）于1906年5月破土动工，至1920年3月全线通车．分三期工程完工，前后历时14年。铁路以台城
为中心，北通公益，从牛湾过江入新会至江门北街，南至斗山，西抵白沙，全长145公里。其中建有车
站46个，大小桥梁215座，涵洞236个，另外还建有公益码头、北街码头等。在当时条件下兴建这样一
条民办铁路，堪称创举。　　铁路建成后，陈宜禧亲自担任铁路总理。1926年11月11曰，当时的广东
省政府以”管理不善”为由，组成“新宇铁路整理委员会”，动用武装力量，接管了陈宜禧及董事局
的一切权力。陈宜禧被迫返回故乡朗美村闲居。此时他年事已高，不堪打击，精神开始失常，不久饮
恨离开人世。　　5． 兴教报国的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字科次，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今厦

Page 5



《》

门集美）人。17岁南渡新加坡，先协助父亲经营米店，后独立经营罐头业、橡胶垦植业，被称为东南
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到]923年，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了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园的拥有
者，橡胶制品遍销五大洲。此外，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资产约值黄金
百万两。从此，“华侨大实业家”之名远驰海内外。　　陈嘉庚辛勤创业。积聚财富，不是为一己一
家之私，而是为了报效祖国。回国创办教育，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1894年，他20岁时从南洋归国
，就把他积蓄的二千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后来事业发展，他先后捐资，在厦门、
集美、新加坡办起了七十多所学校。陈嘉庚的心愿是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教育是基础。他说：“余侨
裔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造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从1912年至1927年十
几年间，陈嘉庚共在家乡集美创办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女子中学、水
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等10所学校，合称集美学校。同时
，他又以非凡的胸襟气概，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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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送给爷爷的生日礼物,他很喜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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