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右任、陳儀為《蘭溪鄭氏宗譜》寫序 

 

  據民國十九年（1930 年）重修的《蘭溪鄭氏宗譜》記載，蘭溪鄭氏始祖曾

八公名光祖，于南宋理宗淳祐年間，一說于高宗建炎年間，由揚州遷蘭溪，以

京朝官的身份奉使至蘭溪，卸任之後，就蔔居於縣城的東南隅，配金氏、陳

氏，生二子，一名昇，一名季。但舊譜序及越渠公墓志記載，有靖元公者遷蘭

溪至十二世才生曾八公，然世遠年湮，已不可詳考了。 

 

 

  自曾八公之後，鄭氏繁衍發族，英賢輩出，代有聞人，至明代有鄭錡中成

化十一年乙末榜進士，鄭瓘中宏治三年庚戍榜進士，鄭本立中嘉靖二十六年丁

未榜進士，鄭國賓中嘉靖二十九年庚戍榜進士，鄭宏道中嘉靖三十三年甲辰榜

進士。清代，鄭度中康熙五十七年戊戍科進士。鄭氏大振家聲，蔚然為蘭溪望

族，與蘭溪名門互為婚姻，名人如三部尚書唐龍配鄭氏，再如狀元唐汝楫、探

花皋趙志皋、文學家胡應麟及其父刑部主事、雲南僉事胡僖、都察院左副都禦

史唐壬森等均為鄭氏外孫，先後為鄭家廟作記或為宗譜作序，可謂盛極一時，

至民國十七年開始修譜時，蘭溪城鄉鄭氏男丁已達一萬餘人，俗有“鄭小豬滿

弄堂”之說，所以有重修宗譜之盛舉，十九年修譜告成，當時禮請于右任、陳

儀等民國大佬為之作序，以為宗族榮光。 

 

 

  于右任（1879~1964 年），陝西三原人，中國近現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

書法家、詩人，1906 年 4 月在日本得會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為國民黨元老，

曾任國民黨上海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工農部長，1926 年任國民政府審計院

長、監察院長。于右任聲名非常顯赫，那麼他有什麼因緣為《蘭溪鄭氏宗譜》

作序呢？其實于右任在序文中開宗明義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蘭溪鄭氏

將重刊族譜，其族人英伯同志方聞博識，與予共患難最久，嘗為予言曰：予族

遷蘭之始祖乃在宋南渡之際，其初仕于蘭，既去職，以與其地習，因而家焉。

嗣支派日以蕃衍，迄今滋生丁口達萬餘人。子弟敦謹，治生惟秩，幸先生而願

得一言以垂訓於後。”序言大部分皆敘述蘭溪鄭氏源流，茲不贅錄，落款為

“民國十八年八月于右任序”，可見此序文是應鄭英伯之請而作，序中特地表

明“英伯同志與予共患難最久”，可惜未詳述兩人共患難之始末。查宗譜世系

偉一零四一，柏蔭，字英伯，原行一三八六，名鄭鉞，家在北門鄭家巷，日本

明治大學法學士，日本法政大學法學士，光緒甲辰赴日留學，辛亥年畢業回

國，光復時浙江省首任都督湯壽潛委任為金華縣知事，未到任。民國元年二年

在上海執行江蘇全省律師事務，七至九年，應于右任之邀，任陝西靖國軍司令



部一等秘書兼任軍法處長。十四年任河南督署參議。十七年任國民政府中央特

種法庭審判員。生光緒戊寅十二月初一。配葉氏，生光緒丙子十一月十五。又

配木村氏，生光緒戊子三月十五。鄭鉞為清官費留日學生，初進日本岩倉鐵道

學校學習，抱救國之志，加入同盟會，與于右任相識，旋入日本法政大學學

習，專攻法律，獲法學士學位。先後任山西、福建、上海等地高法院檢察官之

職。曾執教于于右任創辦的並任校董上海復旦大學。 

 

 

  又在 1918 年護法運動中出任于右任任總司令的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一等秘

書。所以于右任深情地說：“英伯同志與予共患難最久。” 

 

 

  鄭鉞在日本時與日本武士世家、名門閨秀木村花子相識後結婚，育有二

子：海澄、南陽，三女：真如、蘋如、五如。長子海澄是空軍飛行員，于 1944

年 1 月 19 日在保衛重慶的空戰中壯烈犧牲。蘋如加入中統，以姿色引誘敵偽頭

目 76 號特工總部主任丁默邨，策劃暗殺鋤奸未成，出師未捷身先死。1940 年 2

月被秘密處決於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上，身中三彈，年僅 23 歲。電影《色

戒》女主角王佳芝即以蘋如為原型，但電影情節史實多有出入。未婚夫王漢勳

1944 年在衡山執行軍事任務時犧牲。時為國軍上校大隊長。鄭鉞拒絕了日本人

請其出任汪偽政權司法部長的邀請，鄭蘋如犧牲後，他一病不起，1941 年 4 月

於上海飲恨而終，可謂一門忠烈，碧血千秋。 

 

 

  鄭鉞第三女五如，字靜芝，因了父親與于右任的特殊戰友關係，曾任于右

任的英文秘書，這也是于右任為《蘭溪鄭氏宗譜》作序的緣由之一。（陳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