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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谱凡例

一、由于乐族各门堂住址分散遥远，给这次家谱整

理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整理过程中，各代人员必有遗

漏之处，个人简历只作了简略叙明，望阅者予以谅解。

二、整理家谱是关系到乐族千秋万代的发展记载，

是有历史性，也有现实性，更有深远的意义，各代人员

应予高度认识，正确评价自己的人生。各门堂发现本堂

有误差情况者应自行修正。从此后，应该确立各门堂的

分支家谱，以示纪念、纪传。

三、此谱中心寻找了乐族迁往山西以后前七代祖先，

前四代董母其夫因历史传承记载不清，父系谱系尚未明

确，待后再查。

四、此谱前六代中的人员有些至今尚不清楚，是去

向不明、或是后继无人，尚需考古了解，对浙江老家的

家族前世也正在调研之中。

五、这次调查取证:

第一，家访 96岁老人田女哇，9队人，82岁田长

兴前辈。83岁郭家庄本家乐淑园老人。75岁的本家出

嫁人乐东爱前辈等人。

第二，物证第一项，乐廷辉西房大梁，田北记北房

大梁，均有主建人有建房年代记载。物证第二项，有老

祖先前六代之神主位图。

第三，论证考古了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

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1985 年 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考

古了“屈辱的岁月，奋斗的征程”一书系 1991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重印。

六、望各堂门户，今后应认真自主整理自堂历史，

做好传宗接代纪实工作，以弘扬祖先，发扬光大，各堂

各代今后起名应严格注意区分辈分之分，尽量提高准确

率，以上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以便今后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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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谱序言

清建国于 1616 年初称后金，1636 年始改国号为清，

1644 年入关。

祖先乐生贵携两个儿子约在清朝1717年“雍正(13)

癸卯前夕开始离开浙江”。逃荒于山西落户生活，

历经：

乾隆(60)年丙辰 1736 年。

嘉庆(25)丙辰 1796 年。

道光(30)到辛已 1821 年。

咸丰(11)年辛亥，1851 年。

同治(13)年壬成 1862 年。

光绪(34)年乙亥 1875 年。

宣统(3)年已酉 1909 年。

中华民国(1912-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日成立。

乐先祖、乐生贵和两个儿子乐金才、乐金林;5 个孙

子乐承相、乐承德、乐承明、乐承禄、乐承义;6 个曾孙:

乐增福、乐增盛、乐增光、乐增仁、乐增义、乐增礼;12

个玄孙:乐玉廷、乐玉佩、乐玉美、乐玉带、乐玉虎、乐

玉泰、乐玉安、乐玉亮、乐玉茂、乐盛林、乐全保、乐

跟林。走过了约 150余年的光辉里程，乐家代代相传、

香火不断又迎来了第二个 5属血缘的后人，即:乐万年、

万兴、万荣、万铨、万章、英选、常发、英豪、英盛、

英好、英元、英杰。

乐家子弟们已经发展到第 6代了，他们在人生的道

路上不曲不折，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为人类创造历史

向前奋进。已进入第二个五代五属的乐族阵营里，人口

越来越壮观，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乐族的自豪感，祖

先是我们的基因，后人应永远怀念，这是兴旺乐家的总

旨。

乐族的发展仍在太空中自然行进，每一位成员在征

途岁月里都应严教各堂子弟、弘扬祖先，提高家史认识，

优化人才，增强意念，求生存求进步;去奋斗、去拼搏、

去创造各堂家庭的未来，为人类造福。
注:乐族在历史上每年清明节都要进行一次家族祭典活动。具体由族长、组织族会倡议、

各堂门户每年向族会提供粮食壹担，以资助族会，族会将粮食变为银两后，向外发放高利息

以资增收，为第二年清明节集体活动筹资。每年到清明节的天，各堂门户大人小孩去族会共

餐一顿。对祖先的恩德纪念。在清明节的一天各堂人携带食物参加族会，向族会及祖先祭拜。

临回时将食物给族会留一半，剩下半，带去的荤素食物全部留给族会和年迈之辈食用。此后

因社会动乱和时代的冲击将规矩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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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氏祖先历经各时代的社会

背景及现状

(大清朝 1719 年--公元 2005 年)
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群自古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是

我们已知道的祖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元谋人的产生，自

然是来源云南省，经过若干年的磨传，乐家祖先，当然

也在其中了。

乐家祖先原系我国浙江省桐乡县人氏。因历经各朝

代的不同动乱和战争，及自然、灾害的摧残，迫使本支

系祖宗"乐生贵"约在大清朝 1717 年扁担挑了 2个儿子

(金才、金林)离开原籍浙江省逃荒来到了山西省洪洞县杜

戌村，楼外头，圈门里头、外头，落户生活。

本支乐家在山西洪洞杜戌到现在约 288年，共传宗

接代达 12 代，发展人口近男女 400 余口，乐家祖先从

第一代起到第七代前后，各堂均经历了清朝的末年时代，

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前后后、各个历史

阶段，故乐堂中有三分之一的分堂户主，至今尚无音信，

更无后继承之人。

其原因有四:

1、时代生活发展出不平衡，大家庭存在，小家庭困

难流出。外地求生，祖先失去联系，故老祖先神子上缺

户短名。

2、战争需要，抓兵抓丁，有去未归。

3、日本人侵略我国后，国内形势比较混乱，各奔前

程。

4、部分支户因无男丁接替造成后继无人。

乐祖先们:在经历各历史阶段里，不断地受着社会背

景的残酷威胁。

他们先后经历过:

(1) 、1762 年清朝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伊型将军。

(2) 、1839 年，林则徐禁烟、销烟。1840 鸦片战

争。

(3) 、1841 年人民抗击英军侵略，1842 年，中英

南京条约的签订。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4) 、 1851 年 金 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5) 、1857 年--1863 年抗击中外反革命军队;

(6) 、19 世纪 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产生:

(7) 、1861 年总理衙门建立;

(8) 、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83 年--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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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法战争，1894 年--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

关条约签订，中国军民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省。1900 年义

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4 年--1905 年

日俄战争，中国同盟会成立。

(9)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1913 年二次

革命，1916 年袁世凯复辟制失败。

(10) 、1912 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

位，国民党成立。1913 年二次革命，1916 年袁世凯复

辟制失败。1919 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结束。五月

四日，"五四"运动爆发，6月 5日上海工人大罢工。

(11) 、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1925 年 3

月 12日孙中山逝世。

(12) 、1927 年 8 月 1 日"八一"南昌起义，10 月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1935 年 1 月遵义会

议，10 月第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1937

年 7月卢沟桥事变。8月 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

(13) 、1946 年 7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

战.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全国规模进攻。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主席。

(14) 、195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

分田到户。1955 年--1956 年初级、高级合作社，人民

群体性分组集体劳动。1958 年--1962 年工农业生产大

跃进，劳动者称社员"全队有 300 口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当时"称食堂"。进行集体吃饭、集体劳动。1963--1965

年中央派出农村四清工作组清理社队财务干部廉洁工作。

1965--1968 年全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破

四旧、立四新运动开始，1969--1970 年文化大革命结

束。1974 年--1976 年中央派社会主义运动工作组下乡。

(15) 、1976 年 9月 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6)、1978--1990 年农民土地承包 15年不变，工

人单位责任到组到人。1990 年--2000 年，农民土地继

续承包 30年不变，开放搞活，实行市场经济，干部、工

人下岗，打掉铁饭碗，走向社会，农民进城吃住，工人

下乡种田、包产。企业实行:合、并、转、破产等至今。

乐生贵自到杜戌村以传宗接代四辈人家，均无居住

的固定地方。四代人员除白天给别人家干活受罪外，住

房还是全靠租赁邻居度日。经过多年的辛苦劳动，乐家

族团结一致，积攒了银两，在第四代董母氏的主持下，

由三个儿子(玉茂、玉亮、玉佩)和(玉茂的长子万年)共同

努力下，早在大清道光(30 辛已年中末建起了北房 3间

乐
氏
家
谱

乐
礼
堂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社
会
背
景
及
现
状

四



(现在北记家)大清咸丰(11)<辛亥>叁年。又建起了西房五

间，而后又建起了南房 3间，东房 2间，北角房 2间，

共 15间的乐家大院(今日乐郭平之院为乐家旧居)，住着

乐族的前 5代人口。

乐族人家一面劳动生产，一面培养后生们学文化、

上高校、搞经济。后来乐家在同治 13年和光绪 34年间

经济果然壮大了。各门各户由于人口的剧增，只好将田

家的四座院子买下，我将详细情况描述如下：

第一座，现在明生住宅，原来分给万年户下居住，

此院曾住过的有廷祯、廷干、廷珠、廷昌、廷英、廷琦、

廷机、廷杰及后代人。

第二座，现在乐二喜住宅，原来分给万荣、廷俊、

廷秀、廷春、廷芳，有北房四间，东房四间，南房和西

房。

第三座，现在乐小华之院，曾住过廷瑞、乐韶、乐

近北窖三孔，东房 3间，南房 3间和田家各占一半。

乐家老院曾住过的人有玉茂、玉亮、玉佩、万年、万铨、

万章、全吉、全庆、廷光、廷辉、廷延、廷弼等人。

第四座现在乐明之住宅，曾住过之人有乐万兴、乐

全德、乐全金、全艮、廷荣等人，廷荣的西房大块面积

场地是乐家各有股份。

(注:为何乐家能买到田家人的住房和空地，原因有:1、乐家是外来户，无房无土地;2、

田家是座低户，有房有土地;3、田家部分堂户主因抽大烟吃穷了，只好卖土地、卖房屋。4、

乐家外来人口多年积蓄，人口发展剧增，急需房，需土地，故形成了本片的田家、乐家的两

大户人家的祖宗地代区)。

乐族各门堂队伍逐代发展扩大，不但住房扩大了，

而人口的素质心态也扩大了，公元一九五 0年左右，乐

家人口先后从事了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当兵等工

种，因工作的需要，有的部分乐族就地留在本村务农务

家，有一部分乐族离祖家外出居住工作，即也有迁到北

京的、

甘肃的、太原的、临汾的、广东的、侯马的、曲沃

的。乐家先祖自从浙江迁往山西洪洞杜戌村为第一代开

始，1717 年至今已发展到约 288 年，共 12 代了，共

发展约 400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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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先祖宗、祖先坟墓分布地点

一、东圪塔

第一代 第五代

第二代 第六代

第三代 第七代部分人员，男女均有

第四代墓地约有 2亩地，呈四方形地块，现已平整

不见了(种地了)

二、直北 学校北部

墓地约有5亩地，呈长方形地块，现已平整不见了(种

地了)。第七代部分人员 第八代部分人员男女均有

三、马驹坡(杜戍公墓)

乐廷干、程丑女、乐礼、荆青梅、杨金娥、乐春生

第八代部分人员，男女均有第九代、第十代

曲沃:河上村--乐廷秀、廷芳墓地:南苏寺--乐廷弼、

乐信

西南街村--乐智

五、杜成村

北、西、南，还有些单独乐堂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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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乐
乐

捷

廷
干

子
一

智

子
一

维
生

子
一

女
二

慧
忠

子
一

慧
平

子
一

女
一

慧
芬

女
一

其
鑫

尔
乐

乐
乐

捷

第
八
世

第
九
世

第
十
世

第
十
一
世

第
十
二
世

乐
氏
家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乐
维
生
直
系
房
谱
世
系
卷

乐
礼
堂

一
〇



乐
乐

尔
乐

捷其
鑫

乐
乐

尔
乐

捷其
鑫

第
十
二
世

第
十
三
世

第
十
四
世

第
十
五
世

第
十
六
世

乐
氏
家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乐
维
生
直
系
房
谱
世
系
卷

乐
礼
堂

一
一



乐
氏
家
谱

乐
维
生
直
系
房
谱
人
丁
卷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乐
礼
堂

四
世始祖 董氏

生三子 长子玉茂 次子玉亮 三子玉佩

五
世

董氏
之子 玉茂

生二子 长子万年 次子万兴

六
世

玉茂
之子 万年

生五子 长子全文 次子全林 三子全才 四
子全泰 五子全源

七
世

万年
之子 全源

生三子 长子廷桢 次子廷干 三子廷傺

八
世

全源
之子 廷干

生三子 长子乐礼 次子乐智 三子乐峰

九
世

廷干
之子 智

生于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 逝于一九九三年农
历一月
曾任曲沃县生产资料公司支部书记

配 宋希莲
生于一九二七年农历十月 逝于二零一五年农
历八月
生二子 长子维生 次子麦生 

一九七三年迁居曲沃县城关居住

十
世

智之
子 维生

生于一九四七年农历四月
曾参军六年任部队文书，退伍后任曲沃县对外
贸易局副局长兼开发公司经理

配 尚全桂
生于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
生三子 长女慧平 次女慧芬 三子慧忠 
一九八零年迁居曲沃县西南街一七队居住

十
一
世

维生
长女 慧平

生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生子二 长女乐乐 次子尔乐
曾在曲沃县外贸局业务科工作(离异)

十
一
世

维生
次女 慧芬

生于一九七四年十月
生子一 长女王捷

女婿 王同乐
生于一九七二年

十
一
世

维生
之子 慧忠

生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曾就职于曲沃县外贸公司，后转型为个体经营
户

配 王巧
生于一九七九年八月
生一子 长子其鑫
个体经营户

十
二
世

慧平
之女 乐乐

生于一九九一年七月

女婿 王谭惠
生于一九九五年四月

十
二
世

慧平
之子 尔乐

生于一九九六年二月

十
二
世

慧芬
之女 捷

生于一九九七年十月

十
二
世

慧忠
之子 其鑫

生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一
二



乐维生支系影像卷

族谱主编：乐维生像

乐维生支系影像卷

乐维生与妻子尚全桂像

乐慧忠与妻子王巧像 乐慧忠儿子乐其鑫像

乐
氏
家
谱

乐
礼
堂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乐
维
生
支
系
影
像
卷

一
三



摘自《中华乐氏通谱》

乐
氏
家
谱

乐
礼
堂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族
人
题
词
与
中
华
乐
姓
之
歌

一
四



山
西
洪
洞
县
乐
氏
家
谱

（
乐
维
生
房
谱
）

                           
      

责
任
编
辑      

乐
维
生

      

版    

次   

贰
零
贰
伍
年   

      
承
印
单
位   

长
沙
市
仰
岳
楼
家
谱
馆   

      
营
业
地
址   

湖
南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岳
麓
山
庄
三
栋
二
零
二  

      

咨
询
热
线    18973304153 

              

如
有
修
谱
咨
询
，
请
联
系
本
公
司
！

乐
氏
家
谱

乐
礼
堂

公
元
二
零
二
五
年

一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