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王阳明所作《陈氏大成宗谱序》考辨

王绍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嘉靖五年（１５２６）九月，应祁门庠生陈□之请，王阳明为其纂修的《陈氏大成宗谱》
撰写过一篇序文，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均非阳

明原作。其中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的一篇与原作最为相似，名为《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的一

篇系属后人摹写，至于《陈氏大全宗谱序》则完全是另外一部族谱的序文。《王阳明全集（新编

本）》三篇陈氏谱序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整理、利用族谱中的名家佚文时，一定要多些谨慎，细致考

辨。

关键词：王阳明　《陈氏大成宗谱序》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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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阳明为明代大儒，一生著述丰硕，在他

生前，其著作即已有刊行，迨其身后，历代学人

又广辑阳明遗篇，陆续整理付梓。《陈氏大成

宗谱序》即是后人搜集到的王阳明散佚文字的

一种。此文最早由张立文先生发现整理，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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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中国哲学史》

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９９、１００页。



来钱明先生又对之进行考释，并将其收入新编

本的《王阳明全集》。①

笔者近来翻阅《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发现该书在收录《陈氏大成宗谱序》的同时，还

另外录有王阳明撰写的陈氏谱序两篇，分别为

《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与《陈氏大全宗谱

序》。② 仔细阅读三篇序文，笔者不禁心生疑

问：从文章叙述来看，三篇谱序均系王阳明为

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而作，但是三

篇序文不仅名称不同、文字各异，而且请序之

人姓名亦有差别，另外作序时间也不一致。如

此一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以为它们是三篇不同

的谱序，事实上，《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

校者也是将其作为三篇序文辑录。

若按一般常理来讲，一个人不太可能为同

一部族谱撰写三篇序文，况且是王阳明这样的

名家。如此说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

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就存在下述两种可能：一种

是三篇序文中有一篇为王阳明所作，另外两篇

并非出自王氏之手；一种是三篇谱序均非王阳

明撰写，而是他人的假托之作。究竟哪一种情

况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着实有些令人困

惑。

通过三篇谱序文末著录的文献来源可知，

它们均辑自民国年间纂修的陈氏族谱。③ 也就

是说，《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校者并未

见到过王阳明撰写的《陈氏大成宗谱序》的原

文。④ 由此看来，若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是要

寻找到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令

人高兴的是，在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家谱

总目》中，笔者很快检索到嘉靖《陈氏大成宗

谱》的信息，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下文简称“历史所”）图书馆读到了这部族谱

的复印件。⑤

历史所收藏的《陈氏大成宗谱》（复印

本），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据安徽省博物馆藏本
复制。这部族谱由徽州府祁门县庠生陈□主
持纂修，修谱活动开始于正德十年（１５１５年），
结束于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历时凡十五年。

全谱共有九卷，含卷首一卷、谱图八卷，凡四

册。该谱的具体刊刻年代尚不明确，但其为嘉

靖年间刻本应无疑问。

翻阅这部族谱，笔者发现，该谱开篇部分

载有两篇序文，均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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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

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１～２３３
页；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

四十七，《补录九·谱序》，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０２
～１９０５页。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

本）》卷四十七，《补录九·谱序》，第１９０５～１９１０页。
三篇谱序的文献来源情况分别如下：《陈氏大成宗谱

序》据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一文移录，而张氏

录文来自浙江青田《颍川陈氏宗谱》（民国三十三年重修本）；

《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辑自安徽池阳《陈氏宗谱》（民国年间

刊本）；《陈氏大全宗谱序》则本于浙江上虞《陈氏西墙门支宗

谱》（民国十一年名贤祠木活字本）。

钱明在《〈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一文中提

到，《陈氏大成宗谱序》为多种陈氏谱牒所用，如《锡山陈氏家

乘》、《义门陈氏宗谱》、《西林陈氏宗谱》、《毗陵陈氏续修宗

谱》、《文堂陈氏宗谱》、《陈氏西墙门支宗谱》、《颍川陈氏支

谱》等。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这些族谱均纂修于晚清、民国

时期。

《中国家谱总目》著录，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

谱》有两个刻本：一为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刻本，六册，分别藏
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福建省同安县文

化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印本）；一为嘉靖二

十六年（１５４７年）刻本，四册，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王鹤鸣主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０４页。）限于各种客观原
因，笔者未能对上述各谱逐一查证，不过，从笔者了解的情况

来看，《中国家谱总目》著录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一是，安徽

省博物馆也收藏有《陈氏大成宗谱》的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的复印本即据其复制，《中国家谱总目》漏掉了这

一信息；再则，嘉靖六年刻本的情况还有待查实。据族谱纂修

者陈□自述，该谱完稿于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是否存在嘉靖
六年刻本，笔者目前尚不能确定。“嘉靖六年刻本，六册”这

一版本信息，仅见于国家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

书馆、福建省同安县文化馆（今为厦门市同安区图书馆）的藏

本均模糊记作“明嘉靖刻本”，其中安徽省图书馆的著录略

详，为“明嘉靖年间歙西仇氏刻本，四册”。经笔者核对，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印本，也即安徽省博物馆的藏本，

同样为歙西仇氏的四册刻本；此外，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未能检索到《陈氏大成宗谱》的收藏信息，不知《中

国家谱总目》据何著录，嘉靖二十六年版本的情况暂且存疑。



中前一篇序文落款为：“
!

嘉靖丙戌岁秋九月

之吉，赐进士第、荣禄大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

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也就是

说，在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中，的

确存在一篇署名为“王守仁”的序文。笔者将

这篇谱序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

篇陈氏谱序进行比对，发现它与名为《陈氏大

成宗谱序》的一篇最为相似，二者仅有个别词

句不同。相比之下，其与《池阳陈氏大成宗谱

序》、《陈氏大全宗谱序》两篇序文则差别较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定，《王阳明全

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其中《陈

氏大成宗谱序》一篇为王阳明的真作，而另外

两篇并非王氏手笔？在笔者看来，现在作出这

种认定的理由还不充分。由于族谱中不乏伪

造的序文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认《陈氏

大成宗谱序》一文着实为王阳明所撰，然后才

可以讨论《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

陈氏谱序孰真孰伪的问题。

二

一般说来，若要查证某篇文章是否为某人

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查阅此人的文集，

看其中有否这篇文章存在。不过，对于《陈氏

大成宗谱序》而言，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因为

阳明生前不愿让自己的应酬文字流传后世，弟

子钱德洪等在为其编纂文集时，对他晚年的

“一切应酬诸作”多不收录。在阳明殁后，历代

学人对其应酬文字多有搜辑，但仍有一些佚文

散落民间。① 《陈氏大成宗谱序》一文，在被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之前，并不见于

王阳明的任何一种文集。因此，我们对于这篇

序文真实性的讨论，只能借助嘉靖年间纂成的

《陈氏大成宗谱》来展开。

明正德、嘉靖年间祁门庠生陈□主持纂修
的《陈氏大成宗谱》，是一部陈氏统宗谱，因其

所录陈氏诸派均分布于江南地区，故又名《江

南陈氏大成宗谱》。在这部族谱的卷首一卷，

保存了该谱纂修过程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修

谱的场所、主修者的情况、修谱的方式以及会

集、协修、书写、刊刻、印刷、装饰者的姓名、籍

贯等诸多内容。将上述这些信息拼接起来，我

们大致可以了解《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情况。

《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缘起，与主修者陈

□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陈□，祁门县城宣
化坊人，邑庠生，其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大致生

活于成化至嘉靖年间。《陈氏大成宗谱》中有

他一则小传，兹抄录如下：

陈□，汝玉，乳名元，又名璋。赋性刚执，
遇事斩行，绝不为俗流所移，故内外见忌，寡与

人合，因以“特峰”自号焉。治《春秋》，游泮

庠，气节自负。既而不得所志，退居邑东祁山

坞，杜门谢事，纂集夙昔注意书史、功业。修

《陈氏大成谱》，编次《陈氏文集》《特峰小稿》

《步韵便览》《济人经验方》传于世。娶严潭处

士王文钟公次女，讳明真。女二，天仙适溶潭

胡德宗，飞仙聘市南叶桥，未仕而卒，葬本居前

山。②

由这篇传文可知，陈□此人性格刚直，有
英锐之气，他早年也曾有意读书仕进之路，但

中途发生变故，遂隐居山林，潜心著述。究竟

改变陈□人生轨迹的是何种变故？《陈氏大成
宗谱》所录嘉靖五年（１５２６年）鄱阳陈氏族人
陈庄撰写的一篇小序，于此叙述略详，有助于

我们了解事情的大概。其文曰：

（先生）尝治《春秋》，游泮庠生，擅名当

时。正德间，邑宰刘轠贪酷日甚，民艰其生。

先生义有弗堪，乃与三五同志白其事于绣衣陈

公。将黜之，被贿赂上下，刘竟获脱，先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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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下编编校说明》，吴光、钱

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

１～１７页。
《陈氏大成宗谱》卷七上，《祁门宣化坊派一》，第６页。



坐直言之事。先生既失其志，则其乘危扼险者

无所不至，先生处之泰然，惟杜门谢事，晦迹山

林。家世居邑市宣化坊，因筑自得窝于祁山居

之。窝之团围皆山，山之上宽广无垠，多有丹

崖翠嶂、绿薮清泉，与夫石洞之幽、仙岩之雅，

可人意者尤众。先生又令家僮加之名花胜卉、

修竹佳木，环塞缺漏。故四时之内，青、黄、红、

绿并辔齐驱，有不知为春耶？夏耶？秋耶？冬

耶？抑人间洞府耶？于时，先生道巾散服盘桓

其上，或命题哦诗，或酣歌笑舞，尽欢而归。初

若无预人间事者，尤不自倦以生平所蕴畜者，

每每演究。纂集《春秋启要》，著《观史一得》、

《性理题解》，修吾宗《大成谱》，编次《陈氏文

集》。性耽于诗，著《特峰小稿》，订《步韵便

览》。若所谓建功立业、匡物济时，一听之于

天，未尝怅怅然也。①

上面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正德年间，祁门

县令刘轠贪酷害民，陈□与几位同道为民请
命，将其事上诉至御史陈。不过，事情最终

未能成功，刘轠将要被免职时因贿得脱，而陈

□反落诬告之名。查万历《祁门县志》，刘轠正
德十年（１５１５）任祁门县令，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
离任。② 结合前述《陈氏大成宗谱》开始修纂的

时间，可知此事发生于正德十年。自此之后，

陈□绝意仕途，在县治附近的祁山筑居，名曰
“自得窝”，开始了一种寄情山林、著书立说的

隐居生活。《陈氏大成宗谱》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纂修而成。

陈□在祁山的居所“自得窝”，即是《陈氏
大成宗谱》纂修的场所。在这部族谱的卷首一

卷中，刊刻有一幅《陈氏胜会所在之图》，描绘

了当时族谱会修的场景：各地负责协修的陈氏

族人携各派谱牒络绎前来，将其交由“自得窝”

的会集人员汇总，以进行《陈氏大成宗谱》的纂

修。③ 上述图像呈现的场景被鄱阳陈氏宗人陈

庄的一段自述所印证，其言曰：

嘉靖改元，余奉父兄之命，持家史一箧，不

远千里，逾城跨邑直抵其地，拜先生于自得

窝。④

从《陈氏大成宗谱》记载的纂修信息来看，

当时参与该谱会集与协修的陈氏族人有百余

人之多，他们主要来自南直隶的徽州府、池州

府、宁国府以及江西的饶州府、南昌府等地。⑤

《陈氏大成宗谱》的修纂，开始于正德十

年，结束于嘉靖八年，历时凡十五年。⑥ 实际

上，在嘉靖五年时，该谱大部分的谱稿已经完

成，不过，在主修陈□看来，这部族谱还不够完
善。他认为，族谱中陈萛以前的世系尚不明

确，于是“如此阁笔沉吟者又三年”。嘉靖八

年，他偶然寻获一份陈萛以前确切的陈氏世

系，遂“敬拜而请之携归”，将《陈氏大成宗谱》

最终修纂完成。⑦

由上述《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情况可知，

这部族谱是由徽州府祁门县庠生陈□主持，汇
聚徽州邻近府县陈氏诸派力量合力修成，修谱

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对于这样一部众人倾

力编纂的统宗谱来说，延请名家为该谱撰写序

文，既合情合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并无作

伪的必要。再者，就主修陈□的个性而言，伪
造名家序文这等有辱士风之事，他定然不屑为

之。

在确认族谱纂修者无作伪动机后，我们再

来看他们向王阳明求序的可能性有多大？通

常说来，延请某位名家撰写序文，一则看其名

望，再则要看机缘。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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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３页下、
第４页上。

万历《祁门县志》卷三，《人物志》，《官师》，第１４页上。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１页。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３页下。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５页下

至第９页。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胜会引》，

第５页上。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世系》，《世系引》，第１页

上。



氏大成宗谱》编纂的这段时期，王阳明无论事

功还是学问，都堪称卓著。在事功方面，他先

是抚平南赣，继而平定宁王之乱，官职不断升

迁；在学问方面，随着讲学活动的开展，王学影

响逐渐扩大，从学者日众。① 从地缘角度来看，

王阳明建立事功的江西及讲学之地浙江，均与

徽州地区相邻，可以想见，他在徽州应是有着

较高的声望。再查《王阳明年谱》，嘉靖五年

时，“先生五十五岁，在越。”②也就是说，《陈氏

大成宗谱》谱稿编成之际，王阳明正于绍兴讲

学。南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与浙江绍兴府之间

的距离并不太远，陈□由祁门赴绍兴向王阳明
请序，是极有可能的事。

当然，上述判断仅还只是一种推理，我们

仍需要从《陈氏大成宗谱序》文本内部找寻到

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篇文章的确为王阳明所

作。对此，笔者重点从笔迹、官职、思想、文风

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笔者进行的第一项考证工作是核对笔迹。

《陈氏大成宗谱》卷首收录的两篇序文，其笔迹

与后面的谱图部分完全不同，应为撰序者手

迹。署名为“王守仁”的这篇谱序，正文部分为

行楷，落款部分为正楷，文末钤盖有三方篆书

印章。尽管经过刻工刊刻，这些笔迹可能与作

者真迹略有差异，但其大概不失原貌。因客观

条件限制，笔者无法将各类字体一一核对，仅

选择了正楷一种进行比照。在将《陈氏大成宗

谱序》的落款，与《大?山诗》③、《夜宿天池》④

碑刻中的王阳明正楷笔迹进行核对后，笔者发

现，其中“阳明山人”、“王守仁”的书写笔法完

全一致。

接下来，笔者进行的第二项考证工作是核

对王阳明的官职。《陈氏大成宗谱序》落款部

分题写的王阳明的官职为“赐进士第、荣禄大

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

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笔者

翻阅《明实录》，查找到王阳明的官职变化大致

如下：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年）十月，其因功升右
副都御史，⑤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七月，又升

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⑥ 同年十一月，朝

廷因王阳明江西平宁王朱宸濠之乱，封其为

“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

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⑦。嘉

靖元年（１５２２年），王阳明丁忧返乡，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年）复出，其间他的官职没有变动。对
比下来，可知序文落款所书王阳明的官职大致

无错。其中与《明实录》记载不同者有三处：一

是序文为“荣禄大夫柱国”，《明实录》记载为

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一是序文“奉天翊卫推诚

宣力”后缺“守正文臣”四字；一是序文为“南

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明实录》为“南京兵

部尚书参赞机务”。笔者以为，第一处不同或

为刻工错刻，因为在序文末钤盖有一方篆刻印

章，为“光大夫章”；第二处不同，大约也是漏刻

的缘故；至于第三处不同，参照正德十六年七

月有“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一职，可知“参

赞军务”与“参赞机务”这里内涵相同。

笔迹、官职属于较为客观的衡量标准，但

也绝不是说没有作伪的可能，相比之下，思想、

文风则较难伪造。下面我们再从这两个角度

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序文反映出的思想。笔者

对王阳明思想素无研究，这里援引张立文先生

的观点。他认为，序文内容可视为是对阳明

《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具体阐述。

谱序认为由家族而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其间虽

有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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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养浩：《王阳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９～４６页。

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下册，卷

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９７页。
《大?山诗》，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仲秋朔日，碑存

河南鹤壁浚县大?山天宁寺。

《夜宿天池》，明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年）正月晦日，碑存
江西九江庐山天池寺旧址。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正德十三年冬十月庚寅

条。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丁丑条。

《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丁巳条。



但自同源的祖宗看来，都同样是子孙，没有什

么分别。就亲、近、富、贵、智、贤对于疏、远、

贫、贱、愚、不肖来说，不是离弃、卑视、打击，而

是应该思考何如睦之、时会之、周恤之、维持

之和劝勉之，使一宗族以至天下家国，都能和

气周流，仁风鱞霈，以达“一体之仁”的境界，亦

即“良知”境界。①

最后，我们再看序文的文风。据曾朝阳研

究，王阳明后期散文的风格，平率自然，描写平

淡。② 此文文风淳朴，自然大气，显然具有这一

特点。

综合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陈氏大成宗谱

序》的确出自王阳明之手，并非是别人的假托

之作。

三

至此，我们可以判断，《王阳明全集（新编

本）》收录的三篇陈氏序文，其中第一篇与王阳

明的原作最相似，只是个别字句有所不同，应

是传抄时候错漏所致。另外两篇则与原作相

去甚远。其中《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一篇前

面部分为后人摹写，后面世系部分抄录《陈氏

大成宗谱序》，但其所用的并不是嘉靖年间的

原序，而是几经传抄之后的清代版本。至于

《陈氏大全宗谱序》，仔细读来可以发现，它实

际是后人陈亮改写的版本，甚至谱序名称也进

行了更改，这显然完全变成另外一篇谱序，只

是陈亮在撰写时抄录了《陈氏大成宗谱序》的

部分内容，与原文还有一定的相似度。为何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校者会将三者作

为三篇谱序收录，除了它们之间文字的差异

外，笔者认为，重要原因的是陈□的名和号在
其中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在《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中，三篇陈氏谱序向王阳明请序的

人分别为“祁门庠生陈君望”、“祁门陈坚”、

“陈氏特峰鉴公”。不熟悉《陈氏大成宗谱》纂

修情况的人很容易将他们作为三人对待，实际

上三者同为一人，即祁门庠生陈□。□，音缄，
玉名，由于此字十分生僻，人们传抄时极易误

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三篇陈氏谱

序，“□”字分别变成了“望”、“坚”、“鉴”。另
外，陈□号特峰，不了解的人也会把陈□与陈
特峰当作两个人，《陈氏大全宗谱序》被作为一

篇新的谱序收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古籍整理工作艰巨而复杂，历代无数学人

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是难免百密一疏。宋

代以来名家所作谱序一般存在两大问题：一是

伪作很多，一是传抄过程中遗漏、添加与改写

的情况严重。《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三篇

陈氏谱序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整理、利用族谱

中的名家佚文时，一定要多些谨慎，细致考辨。

附录

陈氏大成宗谱序

自五宗九两之礼不行于天下，后世凡通都

大邑之间，号称巨室，而能仅谱其家者，不多得

矣！若进而谱其族者，则尤鲜焉！况推及天下

同源异流者哉！能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必其心

之仁，志之远，力之健，而学问之充博也。今祁

门庠生陈君□，一旦思欲矫世俗之弊，溯本穷
源，合陈姓而一之，其有功于陈氏固伟矣！然

使千万世之下，步尘蹈迹，伦理得以不泯，昭穆

得以常明，维持名教于诚心真切之地，又谁之

功耶？此余喜得，于俄观创见之余，而不容以

辞其请也。

按陈之先本妫姓，出于胡公满，受武王之

封于陈，世主虞帝之祀。传至愍公越，为楚所

并，子孙因以国氏。嬴秦之季，有曰平者，即越

之十世孙，家于阳武户牖，与张子房同为高帝

谋臣，封侯拜相，光显天下。元帝时，有讳汤

者，又以平六代孙，拜西域副校尉，奉使方外，

诛斩郅支单于及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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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第１００页。
曾朝阳：《王阳明散文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２２页。



余级，功上，锡爵关内侯，于平有光。汤之后，

移家颍川，七传而生文范先生萛，以节义风四

方，至有谓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

短。”厥子六皆贤，而元方、季方为最，世称难

兄难弟，殆本诸此。自是颍川之陈益著，二方

之子孙益盛，显于魏，丕播于晋，大行于宋、齐、

梁、陈之间。如大司空群，尚书仆射泰，至讳逵

而迁长城者，皆元方之后也。高源太守闰，魏

主簿谭，至为福建节度使曰迈而迁莆田者，皆

季方之后也。季方之后，居莆为多，泉、福、建

安之境次之。宋元间罕有会者，故其派无传

焉。

长城自逵之后十一世生武帝霸先，继梁而

有天下，传五君凡三十四年。故当时膏腴之

地，多为陈氏所居。有曰新安者，则伯固之受

封，而其后移家绩溪，若旌之昌溪、霞溪，泾之

云岭，昌化之义干类，皆绩溪之分派也。有曰

宜都者，则叔明之受封，而其后移家德安，若桐

城、宿崧、南昌、石桥、湖口、余干、建昌、太湖、

乌石、新昌类，皆德安之分派也。有曰湘东者，

则叔平之受封，而其后移家黄墩，若鄱之株岭、

江头，乐平之葵田，洪州之武宁类，皆黄墩之分

派也。至于西川东门，则由太子深避隋所迁，

而后有家保宁、新井，而卒宏大家声如三尧者；

有奉节出镇，因家浮梁盐仓岭，而卒能死职庙

祀如大夫轶者；亦有宦游江膌，爱其山水，而家

桐庐，如观察使轾者。若鄱阳、礼城、兰谷，则

托始于新井而瓜分子析。如乐之文明桥、桐

岗，婺之霍口者，又或有自礼城，自桐岗者也。

祁门竹源、浮梁引京、里仁，则肇迹于盐仓岭而

蹊殊径别。如池安宁太，休之潜阜、新墟，又或

有自竹源、自池安者也。桐庐一派，迁徙为多，

杭之天竺山，苏之昌门，休歙藤溪、石门，暨夫

淳安、遂安等路，历历可考。其余或出彼入此，

或出此入彼，殆如断丝散绳，诚不可以头绪计

也。

唐天成间，有讳天麒者，一倡是会，于时而

相从者二百余支，继之以宋开庆，则得半焉，继

之以元至正，则又半焉。自后各望其地，各宗

其谱，虽咫尺之遥，而有秦越之分，回视古人，

家天下之心殆霄壤矣！今观陈君之为是也，岂

直家天下云乎哉！盖欲拔去浇漓之俗，挽回淳

朴之风，使族之人各自其身推及于其父，自其

父推及于其祖，自其祖推及于其曾祖，自曾祖

推及于其高祖，又自高祖而推及于其无穷焉。

则同吾身者，同吾父者，同吾祖者，同吾曾祖

者，同吾高祖者，同吾高高祖者，虽有亲有
!

，

有远有近，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知有愚，有

贤有不肖，自祖宗视之则皆子孙也，何有亲
!

、

远近、贫富、贵贱、知愚、贤不肖之分哉？无亲

!

、远近、贫富、贵贱、知愚、贤不肖之分，则亲

之于
!

，思何如而睦之；近之于远，思何如而

时会之；富之于贫，思何如而周恤之；贵之于

贱，思何如而维持之；知之于愚，贤之于不肖，

思何如而劝勉之。一宗之中，和气周流，仁风

鱞霈，上无愧于祖宗，次无愧于大家，次无愧于

斯谱矣。善哉！陈君之为是也。然其辑谱说，

表世系，叙节略，写遗像，即所谓匡之直之，辅

之翼之，使自得之，或者指为浮泛之辞、茫昧之

行，此不知谱者也，恶足为陈君议哉！故曰：

“能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必其心之仁，志之远，

力之健，而问学之充博也。”嗟夫！举万钧之

鼎，必乌获而后能；游千仞之渊，必津人而后

可。今谱学失传久矣，而续之者不少也，然求

如是谱光明正大，简切真实而易观者，盖寥寥

焉！余以是又知陈君为经纶之手，而是谱信哉

为大成也，故并陈之，以为将来者劝。

"

嘉靖丙戌岁秋九月之吉

赐进士第、荣禄大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

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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