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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九年（1883年），25岁的济南人陈冕高中状元。其后人就在济南城中的鞭指巷世代居住下
来。100多年后，陈冕的两位曾孙已年逾古稀，其他后人散居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管家中的老
物件在十年浩劫中被破坏殆尽，但关于祖先的那一段历史，却永远印刻在陈建邦、陈建绳兄弟的脑
子里。

状状元元陈陈冕冕是是我我曾曾祖祖父父
家道中落善行依旧

陈建绳老先生住在建设路明
珠花园小区，走进他的家里，房屋
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迎接我们的
是陈建绳老先生的老伴，而他的哥
哥陈建邦也已在这里等待多时了。

二人介绍，现在他们的儿孙，
对祖上这些事情并不十分知晓，他
们也不再准备把家族的故事灌输
到孩子们的脑子里。但陈家行善的
家风，他们却希望能够一直流传下
去。“一个是告诉后人，陈家是一个
充满善心的家族，祖上出名，也不
是因为功勋多么卓著，而是因为乐
善好施。另外就是做长辈的要以身
作则。”两位老先生表示，他们年幼
时，祖辈就会让他们在耳濡目染中
了解行善的真谛，现在，轮到他们
将这一传统向下传递了。

一代成 三代兴

翻开清朝历届状元名录，陈冕
的简介写的是“祖籍浙江绍兴府山
阴县”。这还得从陈冕爷爷的爷爷
陈凯北上山东说起。数下来，从陈
凯到我们兄弟俩，已有九代。

我们陈家祖籍在浙江山阴鉴
湖湖畔。到了陈凯那一辈，陈家开
始北上谋职。清代的时候，政府也
实行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陈凯来
到北方后，先把户口挂到了顺天府
宛平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歹
办了一个北京户口。陈凯随后来到
了山东，在鲁西南的城武县做了一
个小公务员。自此，陈家与齐鲁大
地开始有了交集。济南除了鞭指巷
的状元府，在东边的丁家庄还有陈
家的祖坟。

我们家族真正在济南定居，还
要从陈凯的孙子，也就是状元陈冕
的爷爷陈显彝（yí）说起。

陈显彝是陈家官位最高的人，
比他孙子状元陈冕的官都大。陈显
彝先是当了山东省盐运使，几年
后，陈显彝又担任了登莱青州兵备
道，就是现在的胶东军分区司令。
这样一来，他既管胶东的盐业，又
掌握胶东的兵权，相当于整个山东
沿海都归他管，陈显彝就相当于当
了厅局级干部了。当时啊，一个盐、
一个铁是最要命的部门，你说陈显
彝的官重不重要？之后，陈显彝的
儿子陈恩寿继续在济南当官，便在
鞭指巷造了一个大宅子，就是后来
的状元府。状元府其实是一整片建
筑的合成，总共有28个大小四合
院，陈家在那个时候开始兴盛了。

积善德 行善举

陈显彝和他的儿孙陈恩寿、陈
冕是陈家的三代名人。他们仨都给
自己弄了个座右铭，分别是积厚、
积善和义勇。

陈显彝的儿子陈恩寿就是地
道的济南人了。他小时候跟着父亲
走遍了鲁西南和胶东。成年后，陈
恩寿在济南长清当了县令。后来辞
官不干，在状元府侍奉陈显彝，朝
廷几次征召陈恩寿，他都不答应。
后来黄河决口，陈恩寿将父亲积蓄
下来的钱财捐出去赈灾，并且亲自

到了前线指挥。就在陈冕考中状元
的当年，陈恩寿在济南累死了。

陈冕虽然是状元，但说实话，
由于他早亡，所以并没能施展他的
才华。陈冕的事迹主要就是散尽家
财，抗洪抗旱，用现在的话就是做
慈善。除了黄河发大水，山西又闹
旱灾。陈冕自己捐出了一千两黄
金，又在济南募捐了一万两。最后，
也把自己累死了。

另外，当时陈冕在家中守孝
时，济南南部山区中有一伙土匪，
准备流窜到丁家庄和十里河那边
去抢劫，村民听说后就找到了陈
冕。陈冕立即给土匪首领写了封信
说：你们都是穷苦百姓，为生活所
迫。你们千万不要抢劫东郊各村。
如果你们生活困难，我可以在济南
组织募捐。土匪收到信后，被陈冕
所感动，居然就放弃了抢劫的计
划。

家道落 善不休

陈冕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
的爷爷是陈冕的三儿子，总排行老
五。我还有一位四爷爷，活了七十
多岁，是陈家这几辈里活得最长的
了。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给我来过
信，说自己已经风烛残年了，但还
放不下一个事情，就是家族的历史
已经无人知晓。他希望我能把祖宗
的这些事情整理下，别把它们埋没
了。

其实状元陈冕死后，我们陈家
就开始败落了。一个是陈冕死得太
早，孩子还都没成年，更重要的就
是陈显彝积累下的那些财富，都被
陈恩寿、陈冕两代人拿去赈灾了。

就连状元府，也开始慢慢地被变
卖。我们兄弟俩就出生在西熨斗隅
巷的一个院里，那时候其他的宅子
都已经被卖了。

尽管家道中落，但陈家的后人
们还是铭记祖宗行善的传统。在舜
井街最南头，曾经有一座状元府东
宅，是我二爷爷，也就是状元长子
的住处。有个叫王老三的在那儿卖
煎包，我二爷爷一家同情他，从来
不收他房租。王老三感恩，我们家
的煎包也就从来没断过，我们兄弟
几个也经常去他那儿吃包子。

1924年，有个姓冯的老太太带
着女儿从邹城讨饭来到济南，在家
门口被我奶奶收留，后来就留了下
来。冯老太太的女儿出嫁后，老太
太就在家里，和我奶奶、母亲一块
拉扯家里的孩子，从此就和一家人
一样了。她爱吃甜食，鸡蛋，家里的
这些东西也都尽量给她吃。冯老太
太活了九十多岁，最后的那几年，
我父亲还找了个小保姆来伺候她。

“冯老太太很有福了，你们照
顾得她多好！”我五十多岁的外甥，
也就是我姐姐的孩子，知道这个事
儿，经常这么和我说。“她床底下的
鸡蛋点心不断，每次去你家我都去
偷她的。”虽然我外甥这是开玩笑，
但冯老太太在我家享了福却是真
事，很多街坊邻居也经常把这个事
儿拿出来说道。

数数看，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状
元几百几千人，但陈冕却获得后人
很多称赞。他被称为历史上最有建
树的八位状元之一，和文天祥、翁
同龢这些人齐名，主要就是因为他
做慈善。陈冕的行善，也是老祖宗
一代代传下来的。

口述人物：陈建邦 陈建绳
兄弟俩均为退休职工

采访整理：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陈建邦、陈建绳在展示陈冕的墓志铭。

精读

马年腊月二十九，在建设
路陈建绳先生的住所，陈建邦、
陈建绳两位老先生拿出了陈冕
状元考卷、陈显彝墓志铭拓本
等老物件。两位老先生均已经
年逾古稀，但回忆起祖先的事
情来，却像学生熟练地背诵小
九九。

济南陈氏族谱早已经在动
荡中损毁，但自陈凯北上山东
之后的宗族关系，两位老先生
均已熟记于心。一个个名字后
面的生动故事，两位老先生也
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据二人介绍，“行善”二字
在陈家已被奉为圭臬，即使在
陈冕死后家族没落，又连遭饥
荒战乱之时，陈家后人也不忘
处处行善。与人为善，已经成为
家谱中的一条无形脉络，同血
缘关系一道，代代相传。只要家
族尚在延续，后人仍在生活，行
善的品格就如同姓氏一般，为
人所持有。不同的是，姓氏乃是
天生，而品格则由长者言传身
教。

曾经偌大的状元府，在解
放前夕已只剩下几间旧屋属于
陈家，曾经贵为状元，声名显
赫，后人却在一百余年中尽为
白身。祖先虽未留下万贯家财
和显赫官位，但善良的品质却
能护佑这个家族安稳太平。如
今，两位老先生儿孙绕膝，住处
宽敞明亮，闲暇之时还能聊聊
祖先留下的这些故事。他们虽
不是大富大贵，但这种生活也
足以让人羡慕。

记者手记

与人为善

代代相传

陈家珍藏的状元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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