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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市安站镇陈家楼村村口东
北约500米处有一处明代皇室女婿的
墓碑和陈氏家谱碑，俗称陈家楼“双
碑”。

经村中老人的指点，记者在麦地
里找到双碑。两碑一南一北相距30米
左右。北侧为墓碑，碑高两米，上有碑
帽。额题“木本水源”，碑中间竖刻大
字“明鲁藩伊宾陈公讳举字云峰及德
配朱老安人之墓”。落款为“皇清道光
二十四年岁次甲辰梅月上浣吉日
立”，右侧刻有百余字碑文为陈氏族
谱。当地老人说原来碑后有墓，已夷
平。

碑文记载：“陈老先生，明鲁藩伊
宾，固望族也。”伊(仪)宾是明代对宗室
亲王、郡王之婿，孙女婿，曾孙女婿，玄
孙女婿的统称。《明史 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九》中记载，“亲王女曰郡主，郡
王女曰县主，孙女曰郡君，曾孙女曰县
君，玄孙女曰乡君，婿皆仪宾。郡主禄八

百石，余递减有差。”当地人相传墓主是
明成祖朱棣的女婿。

族谱碑高一米，较宽，额题“陈氏
家谱”四个大字。碑文为“陈氏谱碑
序”约三百余字，记载了陈举和四个
儿子情况。落款“中华民国十五年”。

村名碑上记载，明洪武年间，陈
氏迁此建村，后被招为鲁藩仪宾，在
村中建楼房一座，故此取村名为“陈
家楼”。

肥城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说，
此碑为后人补立，由泰邑廪生马贯三
撰，十代孙永昌序书。还没查清陈举
是哪位王的女婿。该碑是肥城发现的
唯一一通与皇室有关的碑刻，具有一
定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明朝皇帝忌讳外戚干政，不许皇
家和大臣武将联姻，皇家公主的婆家
往往都是寒门之辈，政治上没有多大
地位，陈举因无特殊事迹，名字未列
入典籍。

肥城安站镇陈家楼村石碑有故事

清代石碑记载明朝皇室女婿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志彬

▲▲碑碑中中间间竖竖刻刻大大字字““明明鲁鲁藩藩伊伊宾宾””。。

▲▲陈陈氏氏族族谱谱碑碑。。

▲▲明明鲁鲁藩藩伊伊宾宾墓墓碑碑碑碑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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