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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小白(齐桓公)圣像



吕蒙正(文穆公)圣像



吕蒙正故里纪念碑 留影

由左至右吕西生、吕心惠、吕梦林、吕 焕、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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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登封吕氏乃太始祖吕尚(姜子牙)的嫡派苗裔，谱史可考，源远流长。俭公迁登七百

年来，时易势移，兵燹连绵，饥荒灾害，迭次发生，颠沛流离，致使谱史散轶，数点忘祖。

为追溯源流，念本思亲，我等历年奔走先祖故居，浏览南北族谱，幸从新安《吕氏宗志》

中得知从蒙正公到登封始祖俭公之流水线，更喜读宗人吕梁多年撰写的族史资料，审

《史记》阅《通史》，求佐证，综合整理，集成三千年流水，上百代宗支，系列分明，正本清

源，具有存史、教化作用的登封《吕氏宗志》。本志的布局是启谱即可看到炎帝神农氏，

太始祖吕尚，齐桓公吕小白，宋相吕蒙正三位庄严肃穆的圣像，俾使裔孙，景慕祖德，奋

勉做人。其次是历朝年数表，便于我们读志时，参考年代，互为佐辅。《凡例》、《大事记》

之后，绍记历代修谱的八个序言，分别为宋朝御史吕维祺，衍圣公六十一代传孙孔胤

植，和当代吕氏贤人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吕梁等所撰，其家珍价值，难可比拟，最后分

别为本志的两卷、七章，一谱。卷一：

第一章，从吕族起源到由齐迁晋，由晋徙洛，按朝代和时间顺序，阐述吕氏兴衰、迁

徙曲折发展的概况。

第二章，韶述俭公迁登封七百年来生活，繁衍、迁徙的基本情况，与第一章衔接起，

即构成我直系祖上下三千年的系统历史。

第三章，简要介绍吕氏历史名人遗烈和产生的社会价值。

第四章，记载全国各地及海外吕氏宗亲的分布概况。

第五章，介绍吕氏历代派分出与吕氏同族、同源、同血缘的五十多个异姓兄弟支

裔。

第六章，记载编者身临太公故里、吕不韦冢、山西芮城永乐宫、蒙正故里，收集到的

部分文物古迹资料。

第七章，汇集记述先祖懿德善行具有存史、教化作用的资料。

卷二，“家族简谱"从炎帝传系，伯夷传系，尚公齐国传系，不伐公山西传系，鹄公河

东传系，镇公洛阳传系，到俭公登封传系，共七个系段，按世代次序，一代接一代，嫡庶

分明，一目了然。

手捧宗志，即可了解宗本祖源，领略太公遗风，祈弘扬祖德，流传不替云。

吕氏家族山高水长，吕氏昆仲兰桂腾芳。

太公九十二代裔孙 心惠敬识

丁丑年孟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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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年数简表

朝代 起——至 年数

炎 帝 140年

黄帝 100定

少 帝 84年

帝 窖 70年

颛顼 78年

陶 唐 72年

虞舜 61经

夏 朝 约前21一16世纪 441年

商 朝 约前16～11世纪 644矩

圊 朝 约前11世纪一前256年 874年

(其中：公元前1065年吕氏太始祖尚公佐

周伐纣有功，封为齐侯，传至二十世康公贷，

前386年田和篡齐，逼贷于海滨，前379年康

公卒，吕氏遂绝其祀)公元前722—48l为春

秋时期。前249至周亡为战国时期。

秦 朝 前246一前207年 39年

汉 朝 前205年一后265年 471年

。(其中：前187年惠帝驾崩，吕雉称帝至前

180年)

晋 朝 公元256～公元420年 164钲

南北朝 公元420年一公元589年 169燕

隋朝 公元589年一公元618年 38年

唐 朝 公元618年一公元960年 343钲

宋 朝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319妊

(其中：北宋960一1127年，南宋1127年一

1279年)．

元 朝 公元1280年一公元1368年 89年

明 朝 公元1368年一公元1644年 277经

清 朝 公元1644年一公元19l 1年 268矩

民 国 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 38年

唐代帝系年数表
称号 ．年号 起——至 年敦

高祖 武德 618—626 9

太宗 贞观 627—649 23

高宗 650—683 33

其中年号有永徽6年，是庆5年龙朔3年，

麟德2年，乾封2年，总章2年，咸亨4年，上

元2年，仪风3年．调露1年，永隆1年．开耀

1年，永淳1年弘道1年。

中宗 嗣圣 元年 684

睿宗 文明 元年

受4天皇帝 光宅 元年

则天皇帝 685—704 19

中宗 905—709 5

(年号神龙2年．景龙3年)

睿宗 7lO一712 3t

(年号景云2年，大极1年)

玄宗 712—756 44

年号(开元29年天宝15年)

肃宗 757—762 6

(年号乾元2年，上元2年，宝应1年)

代宗 763—779 19

(年号广德2年，永泰1年，大历14年)

德宗 780一805 27

(年号建中5年、兴元1年贞元21年)

宪宗 元和 806—820 15

穆宗 长庆 821—824 4

敬宗 宝历 825—840 14

(年号太和9年。开元5年)

武宗 厶目 84l一846 6五日

宣宗 大中 847—859 13

懿宗 成通 860—873 14

僖宗 874—888 15

(年号乾符6年，广明1年．中和1年光启3
年．文悠1年)

昭宗 889—903 14伍

哀宗 天佑 904～907 4钜



北宋帝系表

称号 年号 起——至 年数

太祖 960一976 17

(年号建隆3年，乾德5年，开宝9年)

太宗 976—997 21

(年号太平兴国8年，雍熙4年，端拱2年，淳
化5年，至道3年)

真宗 998—1022 25

(年号威平6年，景德4年，大中祥符9年，天
禧5年乾兴1年)

仁宗 1023—1063 41

(年号天圣9年，明道2年，景裙4年，宝元2
年，康定1年，庆历8年，皇祷5年，至和2
年，嘉祜8年)

英宗 治平2 rb64—1067 4

神宗 1068--1085 18

(年弓元裱8年，绍圣4年，元符3年)

元祜8年，
哲宗 绍圣4年， 1086—1100

元符3年

徽宗 1101—1125 25

(建中靖国1年，崇宁5年，大观4年，政和7
年，重和1年，宣和7年

钦宗 靖康 1126—1127 2

南宋帝系表

称号 年号 起——至 年数

高宗 1127—1 162 36

(年号建炎4年，绍兴32年)

孝宗 1163—1189 27

(年号隆兴2年，乾道9年，淳熙16年)

光宗 绍兴 1190一1194 5

宁宗 1 195—1224 30

(年号庆元6年，嘉泰4年，开禧3年，嘉定

17年)

理宗 1225—1264 40

(宝庆3年，绍定6年，端平3年，嘉熙4年，

淳祜12年，宝禧6年，开庆1年，景定5年)

庆宗 咸淳 1265—1274 10

恭宗 德禧 1275—1276 2

端宗 景炎 1276—1278 3
——

赵炳 祥兴 1278—1279 l

·2·

明朝皇帝年数表

年号 起——至 年数

洪武 1368—1398 31年

建文 1399—1402 4年

永乐 1403—1424 22年

洪熙
。

1425 半年

宣德 1426—1435 10年

正统 1436一1449 14年

景泰 1450一1456 7年

天顺 1457—1464 8年

成化 1465—1487 23年

弘治 1488—1 505 18年

正德 1506一1521 16年

嘉靖 1522—1566 45年

隆庆 1567一l 572 6年

万历 1573一1620 48年

泰昌 1620 半年

天启 1621—1 627 7年

崇桢 1628—1644 17年

清朝皇帝年数表

年号 起——至
。

年数

顺治 1644—166I 18年

康熙 1662—1722 61年

雍正 1723一1735 13年

乾隆 1736一1795 60年

嘉庆 1796一1820 25年

道光 1821—1850 30年

咸丰 1851—1861 11年

同治 1862—1874 13年

光绪 1875一1908 38年

宣统 1909—1911 3经



登封《吕氏宗志》序

族谱宗志，即氏族生命史，正本清源，承先启后，弘扬祖德宗功，启迪后人。登封吕

氏宗支，源远流长，心惠、西生、吕林等人多年努力，寻根问底，据新安族谱，接上流水正

脉，宗志印成，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系属炎帝，姜姓伯夷封吕，三十传至太始祖吕尚，已是商朝之末。太公兴周灭纣，封

于齐国，为第一代齐君，传至二十代，共二十九君，七百四十年。陈田氏夺国后，康公之

弟吕祁奔河南阳翟(禹县)。是为吕氏二十世祖。二十三世不伐迁晋，传至唐代吕镇为四

十九世祖。在齐为君七百载，河东为民一千年。不伐之弟不韦为秦相，乃统一六国大功

臣，《吕氏春秋》乃统一六国之理论基础，千秋自有公论。汉初吕霸为尚书令。吕后掌权

十六年，史鉴已明，毋庸评说。三十九世祖吕鹪为徐州刺史，乃河东始祖，子行钧为东平

大守，江西谱列为“一世祖"。唐中叶，延之公为越州刺史，子吕渭为潭州(长沙)刺史，渭

生温、恭、俭、让，后裔北迁蓟幽，东至浙东，西至蓝田，中守洛阳、安阳、幅射九州。让公

之子吕洞宾，避乱修道五十年，成为气功大师、道祖，“神仙’’乃凡人做也。北宋吾族八代

为官，六出名相：吕端、蒙正气夷简、公著、大防、惠卿是也。四十九世祖吕镇为洛阳始祖，

至六十二、三世分迁各地。如蒙亨迁安徽寿州为“北房一世祖"，夷简为“北房二世祖”。

蒙正守祖居，先困居寒窑．后居洛阳。蒙端迁河北蓟县，弟蒙通裔由汲州太公泉迁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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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丙子清明，余偕内人到登封会诸宗亲，瞻吕岗风物，山川、地理、庐舍、墓群，承蒙宗

}认热情款待，共研族史，不胜感慨。祝日；登封吕氏祖业山高水长，子孙兰桂腾芳，百业
隆必旺，人才辈出，更显辉煌。亲情依依，余在徘徊嵩岳古迹，春风送暖登封城后，克诚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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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以为序。

宗人 吕 梁

1996年12月1日于广西人民出版社

《史记》齐太公世家(选段) 司马迁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编者注：生于汲州，曾游寓东海)。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中，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封枝庶子孙或为

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日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日：“所获非熊非鹿，非

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日：“自吾先君

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焉，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日“太公望”，载

与俱归，立为师。

或目：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伯归周西伯。或

曰：吕尚处士，隐渭滨。周西伯拘菱里，散宜生闵天，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日：“吾闻西

伯贤，又善养老，盖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

出，返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王师。

周西伯姬昌脱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

言兵及周之韬晦阴权皆宗太公之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时人称西伯受命

日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

北魏太公碑记 汲郡太守穆子容

太公姓吕名望号目尚父“尚氏之兴．元出姜氏。公望以辅翼流泳，子平以儒素致谣，

印金握历，冠盖鳞次，典午统字，轩冕波属。或秉文入朝，或用武出讨，儒然交映，勋庸相

超。大魏东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极班超之柱，北穷宝宪之志⋯⋯寻序方知圣贤之门，道

风必复，功爵之后，学识还昌⋯⋯迢迢岳胤。蔚蔚姜枝，积德不已，继踵方羲。发将允执

纣遂。昌彼托梦异鹿，即狼非罴，功著牧野，自西歧既仲，惟帷仍兼铤魔，佐命周室．开邑

齐土，北控赵燕．南临邹鲁。一匡九合，悬车束马，位极三事，功高万古。葬忍晋温．魂悲

汉祖，忻哉尚圣。遗魂可恬⋯⋯风雨节言，花夷用富，恩被系子，庆传曾胄。

吕氏初修谱序 北宋哲宗年间(1086—1100)吕维祺

古者天子有系，载诸国史，诸侯公卿．饯于家传．虽尊卑不同．其叙所出则也故⋯⋯

吾吕氏系出炎帝．本姜姓一脉．居东海(氩，蕾注：生于汲州，曾游离东海)上唐虞伯夷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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