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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新安吕氏家族族，，历经明清两代历经明清两代，，出过出过77个进士个进士，，绵延兴盛绵延兴盛200200多年多年，，清代诗人清代诗人
杨淮选编杨淮选编《《中州诗钞中州诗钞》》称称：“：“新安吕氏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至今，新安县铁门镇
薛村仍有吕氏老宅，县内还有吕家大山、梦月岩祠堂等遗迹祠堂等遗迹。。洛阳晚报记者将带洛阳晚报记者将带
您一起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您一起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寻觅其行迹寻觅其行迹。。

吕维祺的一生，一直在
从政与治学之间交替度
过。在获得良好官声之外，
他也成为一位久负盛名的
理学名家。吕维祺非常推
崇《孝经》，其人生历程与

《孝经》的精义一致。同时，
吕氏家族数代人潜心研究
理学，终成崇理世家。

吕维祺吕维祺：：久负盛名的理学名家
□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王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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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维祺对尤时熙、孟化鲤两位理
学前辈的学问和人品颇为推崇，在其
所著的《理学二先生谥议》中，他称“尤
先生温其如玉，孟先生浏浏如松”。

有学者认为，吕维祺继承尤、孟
两位前辈的学说精华，将王阳明心
学和河洛地区传统的程朱理学相结
合，最终成为河洛理学名家。后人将
他与尤时熙、孟化鲤并称为“洛西三
先生”。

在两次乡居的13年时间里，吕
维祺精心研习《孝经》，并学以致用，
对《孝经》颇为推崇。在他看来，《孝
经》是“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
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
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学术荒而天
下无德教矣”。因此，他认为《孝经》
比其他经书更重要。

吕维祺在《孝经本义·序》中说：
“人之行有百，而孝为原，大哉乎。天不

得无以为经；地不得无以为义；人不得
无以为行；帝王不得无以治天下国家。”

吕维祺还从孝与道的关系来论述
《孝经》，把敬孝提升到护道的层面。
他认为：“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孔
子发明之，以统六经之要，垂万世之
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经》；
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
君父而不知《孝经》，则必无以立德教
之极；为人臣子不知《孝经》，则必无
以尽忠孝之伦。”

吕维祺说到做到，达到了知行合
一。他的一生经历与《孝经》所宣扬
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是基本符合的。

在家里，吕维祺对父亲极为孝顺，
父病时，他“口尝汤药，衣不解带”，日
夜侍奉在侧。出仕后，吕维祺在孝顺
父亲的同时，忠君护国，最终以身殉
节，很好地践行了《孝经》的精义。

受吕维祺的影响，新安吕氏家
族成员也推崇理学，数代人坚持不
懈地弘扬理学。吕维祺的弟弟吕维
祮，跟随哥哥讲授理学，被时人称为

“二吕”。
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继承其父

的理学之传，忠孝性成，友恭慈让，给
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

吕兆琳的儿子吕履恒，虽没有理
学著作传世，但也身体力行践行家传
理学。吕履恒之子吕宣曾，“治经，尤
邃三礼，辩证汉唐注疏及宋元明诸儒
说，左图右解，考覆精详”。吕宣曾之
子吕公滋研习家传理学，精于考据，
著有《春秋本义》一书。

新安吕氏家族自吕维祺开始，数
代人坚持涉猎理学，研习经典，使得
理学传家成为吕氏家族的一个鲜明
传统，对吕氏整个家族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吕维祺是明代末期河洛地区的
儒学大家，终生致力于传播程朱理
学，创办了许多讲会、书院，讲学传
道，同时著书立说，留下了大量著作。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扈
耕田，写有《明代洛阳的文人集团》
（与杨晓塘合著）和《明代洛阳文人
集团补考》两篇论文，称明天启二年
（公元1622年），正值魏忠贤拆毁天
下书院之时，居家“省亲”的吕维祺在
新安建立了芝泉讲会，亲订《芝泉会
约》，以每月初三、十八为讲学日。天
启三年（公元1623年），吕维祺又在
芝泉建立了七贤书院，七贤即北宋的
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及明代的
曹端、尤时熙、孟化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吕维
祺在洛阳成立伊洛大社，又称伊洛
会、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程颢）
祠，并先后两次制订《伊洛会约》，以
每月初三、十七为讲学日。据《明德
先生年谱》记载：“（伊洛会）从游渐
众，至二百余人。”

吕维祺怀济世之心，秉承有教
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培
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对洛阳及周边地
区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
统治阶级输送了大批人才，扩大了吕
维祺的声望和学术影响。

据华中科技大学硕士郭微初步
统计，明代末年，先后有1000余人出
自吕维祺门下，其中状元3人、进士43
人、举人300余人、秀才更是不胜枚举。

吕维祺在洛阳创办的讲会，使
河洛地区的士人能够以文会友，相
互切磋，扬名天下。吕维祺以砥砺
后学为己任，乡居致仕皆大举文社，
以其声望吸引了大量士人前来集
会、学习。

吕维祺去世三年后，明朝灭亡。
因此，吕维祺被称为河洛地区传统

“洛学”的最后一位大儒。中州古籍
出版社洛阳分社副社长郑学通说：

“吕维祺死得太早了（卒年54岁），要
是多活几十年，传统洛学一定能够发
扬光大。”

可是历史不能假设，吕维祺用
自己的行动为新安吕氏家族后人树
立了榜样，他的儿子吕兆琳经历明
清政权更迭，最终通过科举出仕，使
吕氏家族重现辉煌。

3 创伊洛会，文教育人

吕维祺在从政之余，不忘治学。
尤其是在两次赋闲居家共13年的时
间里，他潜心修学、兴办讲会；同时心
系故土，关注民众疾苦，积极参与地
方事务，最后在保卫洛阳城时以身殉
节，为其一生画上了悲壮的句号。

吕维祺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无
论是担任地方小吏，还是位居朝廷要
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
之远，他都怀着报国之志，力求造福
一方，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忠肝义
胆，可谓典型的好官。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以吕维
祺的性格，他即使不死于李自成之手，
在清军入关后也会选择与清朝对抗。

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吕维祺多
年来潜心研习理学尤其是《孝经》有
很大关系。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
被列为古代经典“十三经”之一。全

书以孝为中心，围绕儒家所倡导的
仁、义、忠、孝、悌等观念，较全面地阐
发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这本书
把尽孝与尽忠结合起来，更博得了历
代君王的青睐，不少帝王亲自为其作
注解。我们所熟知的“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
《孝经》的内容。

自宋代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
“洛学”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
区就成为“理学名区”，崇理风尚浓
厚。理学发展到后来虽然门派林立，
但“洛学”一直被奉为“理学之宗”。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大兴，文
人学者云集洛阳，这里成为王阳明心学
在北方传播的重镇，王阳明心学的北传
也为北方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王阳明心学入洛始于河洛名儒
尤时熙。尤时熙生于公元1503年，
字季美，洛阳人，号西川居士，后人尊

称他为西川先生。他辞官回乡后，在洛
阳讲学30余年，师承王阳明心学，兼容
传统理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观点。其门
人弟子众多，授业门人李士元、谢江、
孟化鲤等后来皆成理学名儒。

在尤时熙的门生中，“孟化鲤最
著”。孟化鲤是新安名儒，吕维祺就
是他的高足。

吕维祺一生所学，以《孝经》为
宗。他曾说“一生精神，结聚在《孝
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

吕维祺的父亲吕孔学也是洛阳
名儒，有“仁孝公”的美称。在父亲的
言传身教下，吕维祺对孝的理解更为
深刻。他在为《孝经》作注的《孝经本
义》中，称“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
生精神蕴结，全在于此”。

吕维祺一生著述很多，除《孝经
本义》外，还有《孝经大全》《孝经翼》
《节孝义忠集》等。

1 一代大儒，推崇《孝经》

2 理学世家，久负盛名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