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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中国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新安县吕氏
家族也不例外。从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开始，
吕氏家族便开始联姻名门，最终使该家族在明
清时期增强了自身实力，提高了家族名望。

□记者 余子愚 文/图

1 联姻孟津王氏

与新安县吕氏家族一样，孟津县王氏家族
也是一个明末在中原地区新兴的地方望族。其
中以王铎为代表人物，王铎的经历可以与吕维
祺相比较。

吕维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七
月，王铎比吕维祺小5岁，即生于公元1592年。
吕维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月考
中进士，王铎于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考中进
士。吕维祺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殉
节，王铎于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卒于家中。

从上述吕维祺与王铎的生平简介可以看
出，吕维祺在明亡之前即以身殉节，王铎却经历
了明清易代，体验到朝代更迭之痛。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吕维祺被任命为
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年），王铎任礼部尚书。

在洛阳城被李自成攻破时，明福王的儿子
朱由崧逃过一劫，在崇祯帝之后称帝，史称南明
弘光帝。弘光帝即位，重用王铎，任命其为东阁
大学士、次辅。

然而，1645年，王铎在清兵兵临南京城下
时，和钱谦益一起，率领大批官员出城奉表归顺
清廷。入仕清朝后，王铎任礼部尚书，官弘文学
士，加太子少保。

从吕维祺与王铎的交往来看，王铎十分敬重
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后王铎将
长女嫁与吕维祺次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

吕兆琳与王铎的长女婚后生下了吕履恒、吕
谦恒，吕履恒娶王铎长子王无党之女为妻，其弟
吕谦恒则娶王铎次子王无咎之女为妻。此外，吕
维祺长子吕兆璜的孙子吕缵曾娶王无党的孙女
为妻，吕绾曾则娶了王铎侄子王无忝的孙女为
妻。至此，新安吕氏家族与孟津王氏家族可谓
三世姻亲，家族关系亲上加亲。

现在看来，王铎为吕维祺送了一个好儿
媳，王铎长女为吕兆琳生下二子即吕履恒与
吕谦恒，兄弟二人在清初声名显赫，人称“新安
二吕”。

吕履恒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考中
进士，历任山西宁乡知县、广西道监察御史、户
部右侍郎，其生平事迹载于《中州先哲传·文
苑》。吕谦恒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
中进士，由翰林改御史，选给事中，迁鸿胪大理
寺，再迁光禄寺卿，世称吕光禄，《中州先哲传·
文苑》有其传。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郭微考证，新安吕氏家族还与永宁（今
洛宁）张氏家族联姻。永宁张氏家族最早进入仕途的是张论，
字建白，号葆一，河南永宁（今洛宁）人。张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
（公元1610年）考中进士，明天启、崇祯年间曾两次担任四川巡
抚，平定四川土酋奢崇明、安邦彦叛乱，为安定四川做出了贡献。

张论因为在军中丢失大印而“上书待罪”，朝廷让他去官
归乡。居家不久，他即遭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流贼围困永
宁”，张论拿出家产招募士兵，率众人誓死保城，“衣不解甲”
七个多月。在永宁之围解除后，张论竟积劳成疾，不幸病故。

张论之子张鼎延，号玉调，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与
王铎同榜进士，明末官南京户部主事，与吕维祺同地为官。
张鼎延博学多才，能书善文，与王铎、吕维祺交情深厚，吕维
祺将一个女儿嫁与其次子张琯。由此，吕家、王家与张家由
朋友变为亲戚。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张鼎延奔父丧归永宁。在张
论去世后，为表彰其在保民守城中的贡献，朝廷下旨特许在
地方立专祠让其入祀。张鼎延以“子知先君久”，且为儿女
亲家，请吕维祺为父亲入祀专祠作序。吕维祺欣然答应，写
下《张中丞公崇祀专祠序》一文，被张鼎延列为诸序之首。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再次进犯
永宁，张鼎延率家丁民众和县城守军一起与之激战三天三
夜。史料记载，城破之时，张鼎延毅然投井，后大难不死被人
救起。其子张琯不幸“被执关中，备尝诸苦”。张琯之原配吕
宜人，即“明德先生（吕维祺）仲女也，事姑舅以孝闻”，张琯“被
陷关中，以智脱归，宜人与有力焉”。

我不知道吕维祺得知女婿张琯被农民军抓走的消息时
是何感想，从吕维祺女儿吕宜人的一系列作为来看，吕宜人
继承了吕氏家族忠孝持家的优良家风，使得张家遭遇变故
而不慌乱，最终迎来张琯安全脱身的圆满结局。

吕维祺就没有这么幸运，张鼎延家遭遇灾难的次年，吕
维祺就在洛阳城破之时丧命了。

张鼎延在《新安定变全城记》中，深切缅怀了故友吕维
祺在明末赈灾救济、平定新安匪乱的功绩。

值得一提的是，入清之后，张鼎延官至兵、刑二部侍
郎。其子张琯官至淮安知府，“所至皆善政，民皆德之”。

3 联姻孟化鲤家族

如果说新安吕氏联姻孟津王氏、永
宁张氏是联姻官宦之家的话，那么联姻
孟化鲤家族则是联姻儒学之家。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宽先生考
证，吕维祺原配郭氏生二子，长子名兆
璜，次子名兆琳；又生育四个女儿，其中
一个嫁与张鼎延之子张琯，还有一个嫁
与河洛大儒孟化鲤的孙子孟承瑛。

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新安人，生于
1545年，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
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卒于1597年，谥中
宪大夫、光禄寺卿，敕赐按程（程颢、程颐）、
朱（朱熹）、张（张载）、周（周敦颐）规格建专
祠特祀。

说起孟化鲤，要先说他的老师尤时
熙。尤时熙为洛阳人，字季美，人称西川先
生。尤时熙是明朝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
举人，长期潜心钻研明代理学大家王阳明
的学说，著书讲学，以修道明基为己任，当
时陕西、洛阳一带随从他学习的读书人不
计其数。

孟化鲤青年时拜尤时熙为师，发奋
攻读，去官回乡后，他创办川上书院，大
兴讲会，讲习理学，成为王阳明心学北传
的代表人物，吕维祺即其弟子之一。

尤时熙、孟化鲤承上启下，使洛阳成
为王阳明心说北传的两个传播中心之
一，让起源于洛阳的理学在发源地再次
发扬光大，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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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
恩师孟化鲤更是不吝赞美。在《云浦先
生年谱附刻》一文中，吕维祺称孟化鲤

“立说一归于心，卓有独见。盖伊洛之真
传，而良知之嫡派，月川（曹端）之后，一
人而已”，评价颇高。

孟化鲤有一子，名彦诫，天性敦厚，
不求仕进，克承父志，竟日讲学于川上书
院。孟彦诫有子名承瑛，与弟承瑁、承璲
一起整理孟化鲤遗留的诸书，今存《孟云
浦集》。或许出于对恩师的推崇，吕维祺
放心地将一个女儿嫁给孟化鲤的孙子孟
承瑛，由此新安吕氏家族与孟化鲤家族
建立了姻亲关系。

新安吕氏家族还与渑池徐氏、宜阳
王氏、新安王氏、登封傅氏、洛阳董氏等
家族有姻亲关系，使得吕氏家族的社会
声望锦上添花，也提高了后世子孙的文
化水平。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联姻之外，
新安吕氏家族还以结交社会名流来构建
社交网络。吕维祺的交友之路，无疑给
现代人择友指明了方向。请看下篇。

新安吕氏家族，历经明清两代，出过7个进士，绵延兴盛200多年，清代诗人杨淮选编《中州诗
钞》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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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将带您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寻觅其行迹。

【河洛春秋——新安县吕氏家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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