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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姓主要有四大源流

周婵娟

陈独秀，从安徽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高举“民主”与“科

学”两面大旗，曾任中共第一任书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陈

独秀身后回归独秀山下却有着曲折过程。

欧阳竟吾首次题写碑文

红色记忆之 陈独秀墓碑

明洪武年间，孙鉴、孙铠弟兄自山东济宁州

老官塘迁徙到今天的寿县，建宅于留犊祠巷、西

大寺巷，郡号乐安。

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寿县孙氏宗支繁多，主

要有寿州孙、坝上孙(堰口集西)、隐贤孙、瓦埠孙

等，多以耕读为生。

有一支传到孙崇祖时，身名突然显赫起来，

出现了“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孙崇祖五个

儿子中家泽、家铎、家鼐中了进士，家怿中了举

人，特别是孙家鼐在1859年高中状元，后来又做

了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从此，

孙家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成为巨宗

大族，而且代有人才，分别在政治、经济、军事、艺

术等领域各领风骚，如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

孙多慈、孙一中、孙淦方等。

清末直至民国年间，孙氏家族又通过发展企

业，如面粉业、银行业、水泥业、煤炭业、食盐业

等，再开风气之先，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越来

越肯定，自发到陈独秀墓前凭吊的人也越来越

多。 1982年安庆市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重修了墓冢，重新立了一块墓碑。

碑上刻着“陈独秀之墓”5个字，这是第4次立碑。

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

公开了，人们对陈独秀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陈独

秀的研究文章与书籍也陆续发表。安徽省政府

于1998年5月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投资1300万元，

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开辟陈独秀生平事迹

陈列馆，供后人瞻仰。

陈独秀墓冢是在原墓的基础上升高扩大，树

起两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碑上刻着“陈独秀

先生之墓”7个大字，这是第5次立碑。

革命先驱陈独秀墓碑的几番变更
陈独秀晚年生活在四川江津鹤山坪。1942

年5月27日，一代伟人陈独秀逝世于鹤山坪石墙

院。他曾留遗言给三子陈松年，希望能将他和奶

奶灵柩运回老家独秀山下。

可是，拒绝国民党接济的陈独秀死后竟无钱

安葬，幸亏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及朋友

的捐助，才置了四川香楠木棺材，临时厝于西门

外鼎山邓燮康园地。墓碑由陈独秀生前好友欧

阳竟吾题写：“独秀先生之墓”。碑文包含了诸

多深情与含义。

革命先驱回归独秀山下

怀宁有座独秀山，陈独秀名字的来历是寓意

“独秀山下居民”。1947年2月，陈松年根据父亲

遗言，雇船将祖母、父亲灵柩运回家乡，并将父亲

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与元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

冢。四川的墓碑没有运过来，便按照民间习俗，

以儿子纪念先父的方式，重新立了一块，正中刻

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乾生”是陈独秀科考

时用的名字，用父亲的原名，是为了省去国民党

卫戍司令部特派人员的干扰。

墓碑湮没荒芜岁月中

1953年 2月，毛泽东到安庆视察，在船上接

见了安庆地委负责人，询问了陈独秀家人的情

况，并且肯定了陈独秀功劳。安庆相关部门随后

就解决了陈松年的工作。

上世纪70年代，陈松年给父亲扫墓，发现墓

碑湮没荒芜岁月中，难以寻找，便向相关部门反

映，1979年10月，在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下，

陈松年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4个儿子的名义

重修了父亲墓地。虽然仍是土坟，但重立了碑，碑

文是：“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安庆市政府为陈独秀立碑

中华姓氏来源之寿县孙姓

文脉昌盛的
寿州孙氏

历史上，孙氏也有许多源流。常见的有四大来源。

1、出自姬姓。周武王封弟康叔于卫(今河南省北部)，传至卫武公，有公

子惠孙，惠孙之孙武仲，以祖名命氏，即孙氏。

2、出自辈姓，为孙叔敖后裔。楚令尹蔿敖，字孙叔，即孙叔敖，为楚君

蚡冒五世孙，后蔿敖之子孙即以祖名称孙氏；孙叔敖死后，楚庄王封其子于

寝丘(今河南省沈丘、固始间)。

3、出自陈、田姓，系舜的后裔，陈厉公之子陈完避难于齐，改姓氏为田；

其六世孙田书仕齐为大夫，有战功，齐景公赐姓为孙氏，封之于乐安(今山

东省博兴、高青、寿光等县地)，故孙氏多为乐安郡；孙武，即田书之孙，著兵

法十三篇。

4、汉代孙根碑记，称其祖先为殷商比干后代，这也是孙姓来源的一支。

“ 一门三进士”开启巨宗大族

周玉冰 状元孙家鼐手迹

陈独秀像和第5次立起的陈独秀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