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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想 一种生活

陈总兵庄与陈瑄治水纪念室
□ 勤 道

龙虬镇有个陈总兵庄，陈总兵庄有个陈瑄
治水纪念室。“庄”、“室”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笔者最近研究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编修的《继禹堂陈氏宗谱》，结合其它史料，试图

对陈总兵庄和陈瑄治水纪念室做一解读。
一、陈瑄其人

高邮有不少人知道陈瑄这个名字，因为陈
瑄在明代以总兵官身理漕河三十年，这期间多
次来高邮，实施修筑运河堤防工程。陈瑄对运河
高邮段的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乾隆《高邮州

志》记述：“明陈瑄以平江伯镇守淮扬，筑高邮湖
堤四十里，凿井植柳造梁，以便行人，军民皆受

其荫庇，至今颂其功不衰”。

陈瑄（1365－1433年），字彦纯，安徽合肥
人。其父陈闻，“以义兵千户归太祖”，任都指挥

同知。陈瑄年轻时，武艺高强，“以射雁见称”，起
初，“瑄代父职”，后“从大将军幕”，在参加江西、
云贵等地的征讨中，表现非常勇敢，迁任四川都

司指挥同知，升右军都督佥事，驻守南京江防。

朱元璋去世后，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炆，朱
允炆采取削夺藩王权势的措施，引发朱元璋的第
四个儿子燕王朱棣起兵夺位，从北京一直打到南

京。燕王兵至浦口，陈瑄率水兵迎降，燕王得以顺
利渡江夺得政权。朱棣即位后，封陈瑄为平江伯，
食禄一千石，并赐诰券，子孙可以世袭指挥使。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任命陈瑄
为总兵官，总督海运，向北京和辽东地区运送军

粮。由于海上风大浪涌，经常漂没船只，加之宋

礼疏通了会通河，使得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朝

廷决定罢停海运，运往京城的粮物全部由运河

运输。南北漕运，包括运河治理由陈瑄负责督
办。从此，陈瑄与京杭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瑄总督漕运，为治水和漕运贡献了毕生
精力，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开凿了清江浦；整治

运河入江通道；整治淮扬运河；整治徐州洪和吕

梁洪；加强运河管理等等。宣德八年（1433年），

陈瑄以69岁高龄和带病的身体，坚持在淮安一
带勘察运河，最后死于任上。陈瑄去世后，朝廷
追封其为平江侯，赠太保，谥恭襄。《明史》为他

列传，对他评价是：“凡所规画，精密宏远，身理

漕河者三十年，举无遗策”。赞扬陈瑄“治河通运
道，为国家经久计，生民被泽无穷”。

二、世袭平江伯
中国古代有一种爵位制度，也即是封爵。爵

位是皇族、贵族的封号，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

位的高低。爵位的设置在各个朝代均有不同。尧

舜时期以及夏朝置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

商朝置公、侯、伯三等爵位，周代又设五等爵位，

并有封邑。到了明代，皇族专享王爵、将军，另设

公、侯、伯三等爵位以封功臣外戚，并定制：“凡

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明

朝爵位分两种，一是只授终身（不世），二是可以

世袭（世）。爵位的“世”与“不世”，以军功大小而

定，均给诰券（皇帝赐封臣下所颁发的文书）。明

朝的公、侯、伯只有爵号和食禄，并无封邑。

陈瑄因助朱棣渡江夺权有功，被封为平江
伯。到了仁宗即位，陈瑄上疏陈七事，就是向皇
帝提出七条建议，仁宗看了以后说：“瑄言皆
当”，令有关部司执行。同时降敕奖谕，赐诰券，

子孙可以世袭平江伯。

陈瑄去世后，由他的第二代长子陈佐袭平
江伯。陈佐，字叔辅，后加封太子太傅。

第三代是陈佐子陈豫袭平江伯。陈豫，字立

卿，正统末年（1449年），福建沙县出现叛乱，陈

豫以副总兵身份与宁阳侯分道征讨，并平息叛

乱，从而进封平江侯，后守备南京。去世后朝廷

加封他为黟（yī）国公，谥庄敏。

第四代是陈豫子陈锐袭平江伯。陈锐，字志

坚，成化六年（1470年），镇守两广，充总兵官。

成化八年改镇扬州兼漕运总督。弘治七年（1494

年）加封太子太保，后又以功增禄二百石，累加

太傅兼太子太傅。

第五代是陈锐子陈熊袭平江伯。陈熊，字继

昌，正德三年（1508年）出任漕运总督，后遭刘

谨陷害入狱，刘谨被诛，陈熊被赦还复爵。

第六代是陈熊子陈尧袭平江伯，因陈尧无

子，后由陈尧堂弟陈圭袭平江伯。陈圭，字友道，

任两广总兵，因征讨川寇有功，加封太子太保，

死后赠太傅，谥武襄。

第七代是陈圭子陈王谟袭平江伯。陈王谟，

字万峰，初任佥书后军，出镇两广，因讨贼有功，

加封太子太保，万历中期，出镇淮安，总督漕运。

去世后赠少保，谥武靖。

第八代陈王谟子陈应兆，没有来得及袭爵

就去世了，去世后，朝廷赠其平江伯称号。

第九代是陈应兆子陈启嗣袭平江伯。

第十代是陈启嗣长子陈治安袭平江伯。这

期间发生“甲申之变”，就是1644年，李自成率

领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明朝灭亡。仅过40

天，清军入关，摧毁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开始了

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据陈氏宗谱记载，明朝灭亡

后，陈治安尽节，也就是为保全节操，自尽身亡。

满清统治中国后，顺治皇

帝几次下诏陈治安弟陈治宁

袭爵，陈治宁拜辞不受，顺治

也成其忠，不再勉强。从此陈

氏一脉躬耕籍田，自食其力，

文武两途，不再触及。

三、陈总兵庄的形成
陈瑄生有七个儿子，前六

个儿子的子孙分别在四川、南

京、合肥、淮安等地安家落户，

开枝散叶。第七个儿子陈侃的

次 子 陈 谦 在 天 顺 年 间

（1457-1464年）由淮安迁到高

邮，在城郊建起了庄园，占地

约100亩，四周有河流环绕。

陈谦也生有七个儿子，经几代

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100多

户大的村落。庄上有各种店

铺、作坊、茶馆、浴室、戏台、学

塾等。因陈谦的祖父陈瑄是总
兵官，所以世人称此村落为陈

总兵庄。解放后人民公社时

期，该村落曾改名为德胜大

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改名为

陈庄村，但此村庄仍叫陈总兵

庄。经几次区划调整撤并，原

村落现在一部分划归开发区，

一部分属龙虬镇龙虬庄村。

陈瑄家族堂号原为颍川
堂。颍川原本是一个郡名，秦

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

置，以颍水得名。颍川自设郡

后一直是京师之外人口最多、

最为繁华的地方，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颍川

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黄帝生于此，夏禹也建都于颍川。陈瑄家族以颍
川为堂号，说明他们的祖先源于颍川，是当时颍

川地域的望族。明正德十年（1515年），即在陈

瑄去世后八十多年，明武宗念陈瑄治水功业，御
赐对联一副：“肇运金汤数十载，敷土奠川，当日

中流资砥柱；开漕利涉千万年，河清海晏，今时

江汉永朝宗。”并赐匾额“德缵禹功”以加褒奖。

“缵”（zuǎn）是继承的意思，武宗皇帝称赞陈瑄
是继承了大禹治水的功德。由此陈氏堂号改为

继禹堂，迄今已经有500年了。

继禹堂陈氏宗谱最早是由御六公陈国统编

修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陈朝嵩续修，尊

陈瑄父亲友闻公为一世祖，到了宣统元年（1909
年）十八世裔孙陈大武重修，1984年陈大山和

陈业源等人又牵头新修。原谱字派：王应启治

尔，国宏朝永贞。御六公修谱时增修字派：大业

惟修德，荣宗必读书。陈大山修谱时又增续字

派：科学传家宝，仁道庆长春。如果从一世祖陈

友闻算起，陈总兵庄继禹堂家族已延续有25

世，从陈谦迁入高邮算起，也已延续22世。继禹

堂陈氏家族如今不只是在陈总兵庄，而是分布

在高邮大部分乡镇和城区，还有不少在扬州、南

京、上海等地。据陈业余和陈修齐二位先生初步

统计，现在高邮的陈谦后代约有6000多人。

四、陈氏宗祠
早在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朝廷

就在淮阴敕建了陈公祠，用于祭祀永乐年间首

任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到了清乾隆年间
（1736-1795年），于陈公祠中加祀明总理河

漕、水利名家潘季训，遂更名为陈潘二公祠。后

由于年久失修，梁柱朽败，主体建筑摇摇欲坠。

2007年，淮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复建陈潘二公

祠，兼作大运河名人馆，2008年竣工开放。陈

潘二公祠，以传统纪念祠堂形式，通过雕塑、

碑刻、图像、楹联等手段全面展示陈瑄、潘季训
的生平与治水功绩，以及与之有关的水利知

识。在门厅与大堂两侧绿地上竖立了两方皇帝

嘉奖陈瑄的古碑刻，还在回廊内通过瓷盘肖像
这一独特方式，集中展示54位大运河历史名

人的风采神韵。陈潘二公祠现为淮安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陈总兵庄早在明正德年间

（1505-1521年）就建有陈氏宗祠和

文昌阁。文昌阁是陈氏家族和文人

学士每年初一至十五聚会论文的场

所，宗祠则是陈氏家族安放历代祖

先牌位的地方。分为前殿、中殿和后

殿三进。陈氏宗谱详细记载了宗祠

界址以及文昌阁、宗祠的对联。如：

文昌阁大门外报对式：

文武圣神 历汉室唐家千余年

人心爱戴；

昌明博大 兆河清海晏亿万姓

户口平安。

大门对式：

元门无上道，

赤子最初心。

大殿对式：

石径有苔凭雨洗，

洞门无锁任云封。

文昌宫对式：

剑气冲霄汉，

文光射斗牛。

陈氏宗祠大门对式：

一朝保傅，

十世公侯。

横幅：流芳百世

宗祠抱柱对式：

翊运平江伯，

开漕柱国公。

前殿南墙书写：皆大欢喜，神悦人欢。

陈氏宗祠在1940年遭日寇焚毁，前殿和中

殿房屋被毁坏，武宗所赐匾式、联式石碑等物皆

荡然无存，只有后殿（八间）得以留存，后为德胜

小学校舍，还存有一些石础和门墩。2002年，高

邮市政府将陈氏宗祠后殿作为“陈瑄治水纪念
室”公布为高邮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欣逢盛世，2012年，在邮的陈瑄后裔集资
100多万元将宗祠做了一次大修。此次修复的

主体建筑面积有2400平方米，名为“陈瑄治水
纪念馆”。陈瑄治水纪念馆理事会还精心布置
了馆内展览。正厅安放陈瑄全身塑像，顶上悬
挂着原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题写的“德缵禹

功”匾额，两边抱柱书写的是明武宗御赐的对

联。左右厅室分别展示了陈瑄生平年谱、平江
伯世系年表、陈瑄及其后裔治水、总督漕运的
功绩、陈瑄家族史研究、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等，展览结构严谨，内容详实，图文并茂，

视觉效果强烈。

陈瑄治水纪念馆丰富了高邮运河文化，该
馆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因为资金

和环境配套等原因，陈瑄治水纪念馆目前没有
对外开放，甚是可惜。希望陈瑄后裔继续努力，
有关方面给予重视和支持，让该馆能够定期对

社会开放，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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