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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日前，淮南市社科联组织召开安徽省社科奖作品《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
录》研讨会。 该书由淮河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凤台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孙友虎创作，以宋代名相
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为中心，在北宋历史视野下展现了吕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家风传承与家国
情怀，是研究北宋早期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淮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2022
年获得安徽省社科奖二等奖，是淮南市历年来参评获得的最高奖项。 现摘要刊登部分专家学者发
言，以飨读者。

行止无声鉴青史 淮上人杰自风流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读后

姚尚书
孙友虎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

相” 编年录》 荣获安徽省社科奖二等
奖， 令人欣慰， 令人鼓舞 。 作者十年
磨一剑， 出鞘剑光寒， 获奖当是实至
名归 。 这一殊荣是多年笔耕的回报 ，
也是淮南文史工作者的骄傲 。 行止无
声鉴青史， 淮上人杰自风流 。 《北宋
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 撷取
大量史料， 旁征博引， 聚焦并丰富了
吕氏家族与同时代豪俊之间的人物关
系， 为研究吕氏家族文化现象以及北
宋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 其文化价值、
文献价值、 学理价值值得关注。

首先是文化价值 。 吕氏一门三相
从宋太宗到宋哲宗 ， 影响一百多年 。
北宋 960 年建立， 1127 年终结 ， 前后
长 达 167 年 。 吕 蒙 正 980 年 拜 相 ，
1011 年离世， 历时 31 年， 是宋太宗时
期著名宰辅。 《宋史》 称他 “质厚宽
简， 有重望， 以正道自持。 遇事敢言，
每论时政 ， 有未允者 ， 必固称不可 ，
上嘉其无隐。” 宋太宗对他评价很高，
说： “吕蒙正气量， 我不如也。” 吕夷
简是吕蒙正堂侄， 1028 年拜相， 1044
年离世， 担任首辅时间不算很长 ， 但
其品行才能获得宋真宗、 宋仁宗的首
肯 。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 称他
“当国柄最久， 虽数为言者所诋， 帝眷
倚不衰。 然所斥士， 旋复收用 ， 亦不
终废。 其于天下事， 屈伸舒卷 ， 动有
操术。 后卒配食庙庭， 为世名相。” 宋
仁宗评价说： “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
者！” 吕公著为吕夷简三子， 1086 年宋
哲宗举他与司马光一同辅政， 1089 年
离世。 宋神宗称他 “其言不欺 ， 如权
衡之称物。”

在政治文化上 ， 吕氏家族秉承杯
酒释兵权之后注重 “文治”， 对文化以
及文化人的倚重， 形成一种文化伦理：
政见相同， 则登庙堂之高， 政见不同，
则处江湖之远。 尽管如此， 不加刑狱。

这种政治伦理， 是中国王朝政治中独
特文化现象。 而吕氏家族对北宋朝廷
这种政治伦理的成型所起到的作用是
毋庸置疑的。 既重文治， 必然抑制武
功。 朝廷裁减军力， 弱化边备 。 在具
体施政中， 贯彻向辽人西夏政权纳岁
贡， 通过 “转移支付” 以换取承平的
做法。 吕蒙正、 吕夷简在朝堂以及奏
折中对养兵和 “转移支付” 进行过测
算和论辩， 结论是相比而言靡费大减，
转移支付是划算的。 在理学传播过程
中， 吕氏家族贡献巨大。 北宋终其一
朝对吕氏家族是信任、 倚仗的 ， 足见
吕氏家族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
和发扬。

其次是文献价值 。 就体裁而言 ，
编年录与年谱有异曲同工之处 。 记述
内容主要包括人物行止、 著作 、 人际
关系、 社会背景等。 记述单一的历史
人物， 通常称之为年谱； 记述某一类
或有关联的数个历史人物， 则称之为
编年录。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兼有资料性与史料考辨之长，
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 作者征引
了正史以及正史之外大量的文献资料，
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真采撷 ， 汇编了海
量的资料长编， 在此基础上集中笔墨，
以吕蒙正、 吕夷简、 吕公著的生平行
止为基线， 通过与他们过从甚密的相
关人物行止相补充， 填补了文献断点，
校订了相关讹错， 形成了系统可信的
主体资料。 形成书稿以后， 又经过了
时间的沉淀， 在进一步搜集资料的同
时， 认真进行删削或增补 ， 数易其稿
方始定稿。 书稿送交出版社以后 ， 又
经过反复修改打磨， 消除了某些不经
意的错误， 成书质量非常之高 。 可以
说， 围绕宋代吕氏家族， 尤其是吕氏
家族中的代表人物进行研究的常见资
料全部 “一网打尽”； 不常见的资料也
进行了认真搜集， 与正史等可信资料

进行比对， 拾遗补缺之后 ， 人物资料
更为完整 。 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 ，
这部 “编年录” 可以解决很多历史疑
点或难点。

史料考辨也是本书的亮点 。 宋代
尚文， 产生了大量的文献 ， 后世许多
所谓 “善本” 书， 多数是宋人的贡献。
北宋政治环境宽松， 文人士子对许多
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往往各持观点 ，
众多的文献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记述，
往往存在矛盾。 加上后世的转述以及
不同观点的叠加， 许多史料并不是现
成的， 而是需要经过认真的校订 。 史
料考辨是做好编年录的基础性工作 。
作者通过不断修改完善， 修订了许多
常见性错误。 “吕蒙正寒窑苦读 ” 是
一个砺志故事， 不仅淮南地区传说广
泛， 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 有人
认定吕蒙正寒窑就在八公山麓 ， 言之
凿凿。 作者经过严肃的资料考辨 ， 证
明吕蒙正寒窑不在淮南。 这是可信的。
吕氏三相分出吕龟图、 吕龟祥兄弟支
派 。 吕龟图 、 吕龟祥入仕后官声好 ，
人品正。 吕龟祥任寿州知州 ， 由于卓
有政声， 离任之时寿州百姓再三挽留，
吕龟祥为寿州百姓的诚意所感动 ， 落
籍淮南。 吕蒙正寒窑作为砺志故事存
在， 与史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 ！ 史料
考辨是需要下苦工夫的， 不是一朝一
夕可以完成。 因此，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的文献价值是很
高的。

再次是学理价值 。 作为一部严谨
的学术性著作， 学理价值是总体价值
衡量一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 ， 《北宋
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 借鉴
年谱编纂的基本规范， 以编年和纪事
本末相结合的手法统率资料 ， 最大可
能地融会资料， 在较为翔实地记述吕
氏三相个人行止的同时， 为研究者提
供了方便。 人物记述是中国传统史书

最突出的亮点之一， 治史者必先识人、
辨人， 这是价值判断的基础 ， 也是史
书褒贬的依据 。 人们推重人物年谱 ，
是因为从年谱中能够获取有用资料 。
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是融会资料的
最佳方法， 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第二，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将推此及彼、 连类而及的细节处理方
法运用到位。 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同时
代的重要坐标， 围绕这一坐标 ， 许多
相关的事件与人物次第展开 ， 相互弥
补 ， 相互印证 ， 是治史者常用手法 。
编年录自然离不开这一方法 。 作者为
了说明某些历史细节， 表述历史观点，
坚持这一手法的作用， 在编年录里出
现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物， 人物关系的
表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细节提供
了很好的借鉴。 第三是文献 、 文征各
有层次。 文献与文征为治史者最常用，
无论是同源互见， 还是异源互鉴 ， 对
于 展 开 历 史 叙 事 都 具 有 直 接 作 用 。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在使用以及处理上都特别讲究 。 特别
是一些史料的辨析， 本身就是文献与
文征相互印证、 互为表里的结果 。 第
四是坚持开放的研究方法 。 《北宋吕
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 准备工
作很早， 成稿后坚持打磨 ， 加之出版
社的从严要求，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本
书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作者坚持兼听
则明的研究方法， 听取了不同的意见
建议， 为成书的高质量打下基础 ； 在
资料的搜集与考辨上， 也是坚持开放
的研究方法， 成就了内容宏富的特点。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 编
年录》 荣膺省社科图书二等奖 ， 是对
这部著述的肯定。 它树立了一个坐标，
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社科界特别是文
史界同仁的士气。 只要做好选题 ， 坚
持 “板凳甘坐十年冷” 的精神 ， 咬定
青山不放松， 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潜心文史研究 弘扬传统文化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品读

方 川
孜孜不倦， 水到渠成。 孙友虎长期

致力于文学写作， 创作诗歌、 散文， 出
版有诗集 《感觉空间 》 《菱形 》 （合
集）； 文化随笔集 《解读蔡史》 《好久·
不久》 等等。 出于对丰腴的地方文化钟
情与热爱 ， 他以文为史 ， 右手文学创
作， 左手地域文化研究， 在地域文化的
世界里勤奋耕耘、 遨游探索， 不断地撰
文出书 。 二十多年里 ， 他陆续出版了
《豆腐文化概观 》 《大清名宦李兆洛 》
《戴面具的军阀———苗沛霖和他的 “天
顺王国”》 《问道淮商 》 《淮上史痕 》
《淮域名醋·安徽顾桥醋》 等书籍。

这一系列图书的编写出版， 训练了
孙友虎的语言表达能力， 提高了学术眼
界， 锤炼了学术研究品质和意志力， 树
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学术自信， 于是
他开始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迈进。 他秉
承 “板凳要坐十年冷 ， 文章不写半句
空” 的古训 ， 孜孜不倦地熬夜 “爬格

子”， 水到渠成， 最终完成了这部洋洋
洒洒 50 余万言的 《北宋吕氏家族 “一
门三相” 编年录》。

锲而不舍， 创新创造。 《北宋吕氏
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是一部编年
体与年谱体史书的融合创造。 中国最早
的编年体史书 ，相传是孔子编订的 《春
秋》，如果从鲁哀公十四年的公元前 481
年计算，至今已有 2503 年历史，中间诞
生了诸如 《左传》《竹书纪年 》《资治通
鉴》等无数编年体杰作。 年谱一词起源
于汉代，《汉书·艺文志》就有《古来帝王
年谱》的记载。 年谱经过魏晋南北朝发
展，唐代趋于成熟，出现《刘氏行年记 》
以及《长庆前后集》的白居易自编年谱。
宋元明清之际，年谱成了常用的史书体
例。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
以吕蒙正、吕夷简 、吕公著三位宰相为
谱主，从公元 946 年吕蒙正诞生年开始
记述 ， 到吕公著 1089 年去世结束 ，共

143 年的历史变迁。 作者在“凡例”中指
出：“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 ，全面叙
述谱主行迹及与谱主关联者的情形，辅
以国事、家事、天下事，补选举、宰辅、政
策、民生、亲友、家族等话题 ，呈现谱主
成长环境，反映丞相之殊异 、宦海之关
联、个人之价值。 ”通过谱主的人生活动
轨迹、错综社会关系 、生存社会环境与
时代背景，全面展示北宋社会的整体风
貌。 从这一点上说，《北宋吕氏家族“一
门三相”编年录》 就是北宋早期一部独
特的断代史。

严谨规范， 功力扎实。 《北宋吕氏
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不是单纯的
史料汇编， 在关键性记述中， 都会加上
作者的思考与解读内容。 这部分内容，
写作起来最艰苦， 也最见作者的学术修
养、 史学积累与学术眼光。 按全书 50
万言计算， 初步估算这部分应该占到全
书五分之一左右， 差不多 8 至 12 万字

之间。 孙友虎说： “本书凡有辨正， 加
注、 按、 考。” 注、 按、 考， 增强了本书
的科学性、 严谨性， 提高了本书的可读
性。 比如 967 年， 吕蒙正 22 岁 “是年，
吕蒙正居于洛阳东南之 ‘寒窑’” “是
年， 吕蒙正侍母亲， 居洛阳之龙门利涉
院土室， 并开始苦读”。 作者对吕蒙正入
住 “寒窑” 的时间和寒窑所在地进行了
详细考证。 天圣三年的 1025 年， 吕夷简
47 岁， “是年吕夷简次子吕公弼十九岁
‘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 作者以 《燕
冀诒谋录》 《宋史》 《重修安徽通志》
（光绪） 为起点， 参照 《宋代官职辞典》
《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 《续资治通
鉴长编》 《宋会要》 等文献依据， 辨析
考证了吕公弼是否知过庐州， 以及知庐
州的准确年份和时间跨度。 通过 《编年
录》， 孙友虎做到了胡适所倡导的 “有
三分材料说一分话” 的严谨史学探索精
神。

不 负 青 山 史 海 游
程晋仓

热爱史志、以地域史学为乐的孙友
虎先生潜心耗时十五年搜集归纳考证
整理辑录而成《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
相 ”编年录 》，再次成为 “有志者 ，事竟
成”的真实写照。

对于孙友虎先生投入如此巨大精
力及所获丰硕成果，我觉得当用“可敬、
可贺、可期”三个词来表达感受。

一是可敬。 原因有三个：其一，这是
一项艰辛的工作。 从浩瀚史海中寻觅、
撷选、考证、辨析相关史料史实，抽丝剥
茧般梳理归类整饬相关文献文征是一
项多么繁杂枯燥烦心的事，常人难以想
象要耗费多少精力。 其二，这是一个自
找的压力。 史志非友虎本职工作，做好
这项工作， 必须有效协调处理好工作、
生活、学习及单位、家庭、事业等关系，
方能针对性展开相关研究。 而这在当下
时兴“躺平”快活，享受美好生活追求的

人们看来，完全是自讨苦吃，颇划不来，
如非兴趣使然、志向使然、责任使然，能
耐住寂寞，忍受孤独，守得初心，埋首史
册，何来今朝？ 其三，这是一次功勋之
举。 系统梳理挖掘出的宋代吕氏家族相
关史实，无论是对今后淮南地方历史研
究，展开文艺创作，还是进行深度创意
产品开发、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等都是一
项筑基工程。 更为可贵的是，其不仅是
相关研究工作的参考，也是普及地方历
史名人事迹和家族家风传承的文献式
史料。

二是可贺。 原因在于：第一， 其是
淮南社科史上的大事 。 此书在高手荟
萃、 名家如云 、 精品众多的全省社科
类作品中脱颖而出 ， 获得由省政府评
定的二等奖， 开创了淮南社科工作先
河 ， 成为淮南社科史上亮彩的一页 。
第二 ， 其是研究淮南人文上的大事 。

目前， 系统记录淮南地域人文历史的
文献稀缺， 目前可寻最早的就是明代
嘉靖版 《寿州志》。 宋代以前， 特别是
有关明代中期以前史志人文 ， 因为淮
南特殊地域环境 ， 地处四战之地 ， 饱
受战乱频仍 、 政权多变 、 朝代更迭等
大多散佚不见 ， 有关系统载记淮南历
史及断代史志人物的资料史料极为珍
贵。 第三， 其是淮南文脉传承上的大
事。 宋代吕氏一族在淮南历史上可圈
可点， 开创了被誉称 “吕学 ” 的一脉
学风。 其是继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开淮
南学以后又一影响深远宏阔的学说学
术体系 ， 与宋代的洛学 （二程理学 ，
程颢的理学， 程颐的心学）、 关学 （张
载的气质学说 ）、象学 （周敦颐 ）、数学
（邵雍）等相媲美，不仅对吕氏家族教育
和文脉传承，也对淮南文化文脉传继及
中原江南一带影响深刻，更甚于影响数

百年的宋王朝。 比如作为吕氏后人，受
家风家训影响，北宋名宦吕本中体味为
官之道在总结家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经验第一次提出“清慎勤”的官箴，
探索出一整套有关社会治理 、 官吏自
律、为政理念等治国理政思想与实务韬
略， 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清官理论，一
直为后世景慕和仰奉，也为当今清廉淮
南建设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绝佳的学
习范本。

三是可期。说可期是因为：一、河出
伏流。以之为起点，受此鼓舞与启发，今
后淮南将会有更多更好更优的文史资
料得到研究发掘。二、春华秋实。随着淮
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关工作有序推
进， 相关研究成果将会得以有效转化。
三、日新月异。 以之为风尚，汇聚形成一
股涓涓之流，带动淮南社科工作上的新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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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 ， 显点为要 。 凤台处于 “诸子 ”
文化圈的辐射地带， 北邻蒙城庄子， 西接颍上
管子 ， 南有寿县 《淮南子 》 。 杂家始祖史举 ，
曾是凤台城门的看守。 作为县级区划， 历史上
时有中断 ， 史料零散 ， 缺少链条 。 其文化高
地， 以北宋为要， 作为寿州和下蔡县治所， 史
载有知州 80 多位在凤台留下行迹， 甚至诗文，
如宋祁为寿州西园所写的序文和诗。 加之， 寿
州吕氏家族发迹于此， 更值得关注。 这正是撰
写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 编年录 》， 书
写寿州吕氏家族， 特别是吕夷简、 吕公著父子
参与和拉动北宋政坛百年风云的内因所在。

机遇 ， 与储备相向而行 。 我是新闻工作
者 ， 一直怀揣文学梦和史学梦 。 2005 年 5 月 ，
接待淮委唐言海、 蚌埠社科联郭学东两位研究
淮河文化专家到凤台考察， 谈及花鼓灯和凤台
人文镜像， 他们建议我可从研究身边的文化做
起， 由点到面， 不断拓展研究视野。 此后， 郭
学东先生还相继推荐我参加由省社科联主办的
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和由安徽科技学院牵头
的安徽蚌埠明文化研究会， 促使我收集与凤台
有关的史料， 其中包括吕夷简、 吕公著父子丞
相的生平行迹。 2007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全国
欧阳修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阜阳师范学院举行 ，
我有幸应邀参加。 我参会的论文是 《论欧阳修
与吕公著 “讲友 ” 关系之定位 》。 会上 ， 对北
宋文坛领袖、 名臣欧阳修多有褒扬， 对我的家
乡人吕夷简则多有微词 。 这是历史的元角分 ，
必须正视 ， 毕竟 《宋史 》 对他的评价比较中
肯。 父子丞相吕夷简、 吕公著是北宋寿州 （治
今淮南凤台） 人， 而吕蒙正是河南府 （治今洛
阳） 人， 对寿州吕蒙亨、 吕夷简父子的仕途产
生过影响。 苏象先 《丞相魏公谭训》 称吕蒙正
是吕夷简的 “伯父 ”， 吕蒙正视吕夷简为 “犹
子”。 “三吕” 后世子孙关系交织， 呈现家族、
姻亲的关系网。 撰写合谱， 则便于了解和统筹
分析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全面梳理史料， 走进历史现场。 收集和筛
选史料， 大体包括简体本、 繁体本和点校本等
诸多版本的运用 ， 重点把握 “三个字 ”。 一是
力求 “全 ”， 收集 《全宋文 》 《全宋诗 》 《全
宋笔记》 《宋史全文》 《宋代诏令全集》 等大
全类资料， 以方志、 文集及宋人年谱为补充， 尽可能以宋代主要史料为
枝干， 并以元代以来的间接史料为线索进行溯源， 拾遗补缺， 形成翔实
的证据链。 二是力求 “准”。 编写年谱， 以时间为轴， 尽可能精准到日、
月 、 季 、 年 。 对一时难以定论的 ， 录下备考 ， 力争不妄言 、 不武断 。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人日记丛编》 《宋会要辑稿 》 等资料 ， 时间相
对明晰， 必不可少。 身后的影响力以 “编年后录” 的形式予以呈现， 以
便准确定位。 三是注重 “考”。 坚持原始材料与研究成果互证 ， 利用安
徽大学、 安徽科技学院等电子查阅系统， 托友人查阅有关研究成果， 兼
收并蓄， 补充、 完善史链。 依托宋代规制、 笔记等资料， 对吕蒙正寒窑
所在地等进行考证， 在比对中纠误、 存正， 从而理清史实。

北宋历史视野下的吕氏家族
方 胜

研究历史人物， 治学由年谱始， 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 从
帝王谱系、 家族谱牒发展到个人的编年传记， 年谱是一种颇具中国传统
特色的文体。 南朝宋裴松之的 《裴氏家记》 和唐令狐德棻的 《令狐家传》
算得上是年谱的远祖。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 是目前年谱著录成就
最高的著作， 载录 162 部宋代年谱， 其中 11 部年谱产生于北宋， 最早为
杨崇勋 《白氏编年》， 现存最早的则是吕大防所撰 《韩吏部文公集年谱》
《杜诗年谱》 二种， 而洪兴祖 《韩子年谱》 堪称成功之作。 因此， 年谱真
正的起源应该是北宋时期， 而大盛于清代。 自清代以来， 年谱体就备受
重视， 章学诚、 梁启超等大力推举， 胡适、 钱穆、 夏承焘、 姜亮夫等大
家亲自编撰了数量不菲的年谱。 当今， 年谱编撰不仅延续了近千年来的
辉煌 ， 而且方兴未艾 ， 呈现出勃勃生机 。 孙友虎先生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 言必有证， 以吕蒙正、 吕夷
简、 吕公著三位谱主行迹为中心， 在北宋历史视野下展现了吕氏家族的
家族文化、 家风传承与家国情怀。

第一， 这是一部体例创新、 真实客观、 有生命力的年谱。
英语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可以是年谱， 也可以是年表； 本书题

为 《编年录 》， 实为年谱 ， 而非年表 。 常见的年谱多为单个谱主 ， 虽然
何抡 《眉阳三苏父子年谱》 为苏洵、 苏轼、 苏辙父子三人谱年， 但毕竟
是两代人 ， 时间跨度要小很多 ； 而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 编年
录》 将同一家族三代亲情的谱主放在一起叙述， 跨越 140 余年， 时间跨
度大， 写作难度可想而知。 本书采用三代交叉关联的写作体例， 颇为新
颖 ， 在谱主角色定位上突出针对性 、 关联性 、 全局性 ， 以谱主行迹为
主、 以社会关系和环境影响为辅， 呈现时代特质、 个人价值， 反映社会
发展风貌。

真实是年谱的生命。 年谱的主要特征就是真实准确和严谨客观， 在
叙述方法上 ， 年谱不像传记那样可以由作者主观评判 ， 可以用文学笔
法。 因此 ， 真实的历史材料是年谱的基础 。 年谱的来源材料包括正史 、
笔记、 野史、 家谱、 族谱等， 尤其是地方志、 族谱的褒扬文字和亲近人
士的回忆、 纪念文字， 其中夸诞、 虚饰的成分在所难免。 这类资料的可
信度是对年谱编纂者的一大考验 。 本书对于吕蒙正住 “寒窑 ”、 吕公著
任职等考证， 均体现了作者力求客观真实的严谨治学态度。

第二 ， 这是一部资料丰富 、 剪裁得当 、 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年
谱。

梁启超认为年谱的优长是 “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 巨细无遗” “年
谱叙述一生事迹， 完全依照发生前后， 一年一年地写下去， 不可有丝毫
的改动 ”。 在具体行文中 ， 年谱的连贯性不但体现在事件的记录和梳理
上， 而且需要编撰者作综合判断， 在逐月逐日的叙述中， 顾及谱主的人
生和思想变迁、 性格变化。 年谱如果仅仅是逐日罗列材料， 便成了流水
账， 或所谓 “断烂朝报”。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多方搜
集材料， 在编年中融合纪传的叙事手法， 如同一种内容丰富、 文体多样
的传记。

该书取舍材料颇为用心用力。 “三相” 可述之事极多， 而作者以谱
主为中心， 以年月为经纬， 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由生到死的人生轨
迹， 兼及谱主家属 、 交游 、 后裔以及时事等 ； 本书就三位谱主的大事 、
要事做前后变化过程的完整叙述， 或放在事件开始介绍， 或放在事件结
束时总说， 有始有终， 前后照应， 既做到要言不烦， 又不厌其烦。 专业
读者可以从中获取研究资料， 普通读者便于从中获取感兴趣的信息。

第三， 这是一部展现淮南历史家族文化的力作。
有宋一代， 吕氏家族风光无限， 北宋时期 60 多人载入史志， 其中最

知名的吕蒙正、 吕夷简、 吕公著 “三相” 均与淮南有着密切关联。 吕龟
祥是吕蒙正二叔， 在寿州为官， 并定居于此； 吕蒙亨是吕龟祥之子、 吕
蒙正堂弟， 自幼生活在寿州； 吕夷简是吕蒙亨之子， 生于淮南、 长于淮
南； 吕公著是吕夷简三子， 生于开封。 本书谱主 “三相” 是北宋时期吕
氏家族的杰出代表， 从 《北宋吕氏家族 “一门三相” 编年录》 可以看出，
他们为官 “持正”， 注重选贤任能， 极具家国情怀， 其家风文化从很大程
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淮南历史家族文化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