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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朝光绪十年编印的
!

陈氏家

谱
"

记载
# $

始祖讳管三
%

祖籍浙江

宁波府北关
%

明永乐年间随贡帝征北

至此
&&'

今天的陈家湾是个城中村
%

古老

的汤河穿村而过
%

世代养育着这里的

百姓
(

陈家湾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
%

村里现有
!"##

余户人家
%

其中陈管

三的后人占
$$%

以上
%

大家都知晓始

祖陈管三来鹤壁前后的一些情况
(

当

年
%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

棣
%

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
%

洪武十三

年就藩后多次受命参预北方的军事行

动
(

朱元璋晚年时
%

太子朱标和朱棣

的两个哥哥先后去世
%

因此朱棣在军

事实力和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

首
(

朱元璋死后
%

朱棣的侄子继位
%

即建文帝
(

由于建文帝实行削藩政

策
%

朱棣于是发动靖难之役
%

由北京

起兵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
(

朱棣当上

皇帝后不久
%

为解除北方军事势力对

明朝的威胁
%

屡次御驾北征
(

当年陈

管三作为北征部队的一名武官
%

随朱

棣北上征讨
(

北方平定后
%

陈管三随军返乡经

过鹤壁时留了下来
%

在陈家湾村开荒

耕种
%

开办粉坊
%

教授武艺
(

后来
%

陈管三娶妻生子
%

由于他身怀武艺
%

而且在家乡浙江时擅长制粉
%

便将制

粉技术和一身的武艺传授给后人
%

从

此
%

陈家湾的武术以及凉粉
)

豆腐逐

渐远近闻名
%

至今不衰
(

在上个世纪

计划经济年代
%

鹤壁市民必须凭票才

能买到陈家湾的豆腐
)

粉条和粉皮
%

陈家湾的民间武术队也曾多次代表鹤

壁到各地参加表演和比赛
%

屡获殊

荣
(

今年
&&

岁的陈兴灿是陈管三的

第十六世孙
%

他曾主持了
!$$&

年

!

陈氏家谱
"

的编纂
(

据陈兴灿介绍
%

始祖陈管三落户鹤壁六百年来
%

陈氏

后世子孙已过万人
%

现在生活在陈家

湾村的近
'###

余村民中
%

大部分都

是陈氏后代
(

相传
%

陈管三来到鹤壁之前
%

当地

人尚不知粉条
)

豆腐为何物
(

村民告诉

记者
%

陈管三懂得制粉技术
%

定居陈家

湾后
%

开荒之余他办起了粉坊
%

陈家湾

及周边的百姓才开始吃上凉粉
)

粉条
)

粉皮和豆腐
(

村民说
%

当年随明军北征时留在

鹤壁定居的还有陈管三的一位表兄

弟
%

最初陈管三选择的定居地是今天

的鹿楼乡张庄村
%

在陈家湾定居的则

是他的表兄弟
(

他们住下来不久
%

陈管

三发现张庄山地较多
%

水源不足
%

不适

合开办粉坊
%

而他的表兄弟当兵前是

个石匠
%

陈家湾则缺少石料
(

于是
%

两

人商议后互换了定居地
(

汤河两岸盛产绿豆
)

黄豆
)

玉米
)

谷子和红薯
%

又有充足的水源
%

对开办

粉坊非常有利
%

陈管三很快便在当地

办起了一家粉坊
%

从此制粉业在陈家

湾世代相传
%

至今仍然在生产粉条
)

粉

皮和豆腐
(

陈家湾的豆腐
)

粉条和粉皮

由于历史悠久
%

质量上乘
%

在鹤壁建市

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政府统购统销的

商品之一
%

除满足本地需求外
%

还销往

全国各地
(

改革开放后
%

陈家湾传统的

制粉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

许多粉坊倒

闭
%

目前村里只有少数人仍在延续着

这份祖业
(

$

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办粉坊
%

从

我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四处卖凉粉
)

粉

皮
( '

今年
&(

岁的陈买群说
%

很小的时

候他就把方圆百里的地方都跑遍了
(

当年到外地卖粉全靠肩挑或者牲口

驮
%

不管走到哪里
%

一说是陈家湾的

粉
%

人人都信得过
(

从前由于家家户户

办粉坊
%

产生了大量的废渣和废浆
%

因

而家家户户都养猪
(

陈买群说
%

现在不

同了
%

挣钱的门路多了
%

祖传下来的制

粉手艺日渐荒废
%

现在经营粉坊的已

经屈指可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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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村民陈兴亮的粉坊里看到

了十几口大缸
%

其中两口大缸里浸泡

着绿豆
%

旁边还有一台电磨
(

今年
&)

岁的陈兴亮说
%

他们家祖祖辈辈经营

粉坊
%

陈家湾的粉坊名声在外
%

可如今

经营粉坊的人越来越少
%

所以他们家

生产的粉皮用不着到外面推销
%

全靠

顾客上门购买
%

逢年过节时还供不应

求
(

陈兴亮现在和儿子一起经营粉坊
%

他打算把粉坊一直办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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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湾人依靠粉坊起家
%

但他们

更愿意以
$

武术世家
'

自称
(

说到陈家

湾的武术
%

村民用一句老话进行了概

括
#$

上至八十三
%

下至刚会站
%

都学陈

管三
( '

说的就是陈家湾人的尚武之

风
(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
%

看到四五个

大人正带领一群孩子在陈氏祠堂前的

空地上操练武术
(

据村民介绍
%

村里常

年开办武术学校
%

免费教授武术
%

大家

都很愿意学
%

有学太极拳
)

九节鞭
)

流

星锤的
%

有学杨家枪
)

罗家枪
)

秦琼锏

的
%

也有学马武双刀和关公大刀的
(

村

民说
%

相比之下
%

村里人对陈式通背拳

更有兴趣
%

就像温县陈家沟人喜爱他

们祖上传下来的陈式太极拳一样
(

陈式通背拳是历代陈家湾人根据

传统套路不断摸索
)

创新
%

自成一体的

一套独特的武术套路
(

今年
'&

岁的陈

秉义几十年来一直在村里义务担任武

术教练
%

他告诉记者
%

传统的通背拳虽

然刚劲有力
%

但舒展不足
%

且套路生

硬
%

动作不连贯
%

应变也不够灵活
%

陈

式通背拳摈弃了这些弊端
%

使拳法变

得舒展大方
%

虚实分明
%

刚柔相济
%

套

路更为系统化
)

规范化和整体化
%

这样

一来
%

大家学起来更容易
(

陈秉义说
%

陈家湾人数百年来崇

尚习武
%

一方面是因为始祖陈管三是

武士出身
%

更主要的是与他们祖祖辈

辈开办粉坊有关
(

陈家湾人历代靠制

粉为生
%

外出卖粉常常要往返数百里

路程
%

遇上兵荒马乱或自然灾害的年

景
%

路上常有土匪出没
%

村民经常遭遇

袭击
(

据说在
!(((

年
%

村里一对父子

赶着一头骡子和一头驴到宜沟卖粉
%

走到鹿楼乡后营村附近时遇到
)#

多

个土匪打劫
%

父子二人虽说练就了一

身功夫
%

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

只好丢下

牲口逃跑
%

被土匪追打时还都受了重

伤
%

其中一人被土匪砍掉了一只胳膊
%

牲口和货物全部被抢
(

此外
%

从前村里

有很多人靠经营粉坊发了家
%

有些土

匪甚至明目张胆进村抢劫
(

所以
%

为了

防匪自卫
%

陈家湾人从小就开始习武
%

渐渐形成了人人习武的风气
%

进而远

近闻名
%

此后不论走到哪里
%

只要说是

陈家湾人
%

便不再受他人欺负
%

就连外

村人出门时也总爱谎称自己是陈家湾

人
(

关于习武
%

陈管三给后人留下一

条祖训
#

传男不传女
%

传内不传外
(

现

在看来
%

这条祖训在陈家湾已经不再

适用了
(

陈秉义说
%

从前练武主要是为

了自卫
%

现在练武是为了弘扬中华传

统武术
%

主要是用来健身的
%

所以现在

他们村的武术学校
%

学员不分男女
%

也

不分本族外姓
%

只要爱好武术
%

随时可

以学习
(

陈家湾人世代习武
%

为陈家湾赢

得了
$

武术之乡
'

的称号
(

村民告诉记

者
%

鹤壁建市后
%

陈家湾民间武术队曾

多次代表鹤壁到外地表演和比赛
%

这

些年也常有武林人士来村里观摩学习

陈式通背拳
%

切磋技艺
(

上世纪电影

!

少林小子
"

筹拍期间
%

剧组人员还专

程到陈家湾挑选武术演员
%

他们观看

了陈家湾人的武术表演后赞不绝口
(

'&

岁的陈秉义老人由于弘扬中华传

统武术成绩突出
%

!$("

年曾获得
$

河

南省武术发掘贡献奖
'(

*+/d>S:<T¯Cmn°z±²³WX1

y´>µ¶·¸«*+/ "#$ Q>

TT¹¹1

XQ "% º>8Z*»¼-½QRz

±¼¾¿À8g>:;ÁÂ1

*+/>*DE

FGHIJ*+,>

*DKLGM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