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详细中国历史年表

螆中国历史纪念表

膁

羆社 

会

薄朝 代 芄起止年代 薂创建人 蚈都 城

薇原

始

社

会

莄五帝 虿约前 26 世纪-前 21 世纪 莀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莆 

蒃奴

隶

社

会

肀夏 商 西周

 东周 春秋 袈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 

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 前

11 世纪-前 771 年 前 770

年 -前 256 年 前 770 年 

-前 476 年

肅禹 汤 武王 周平王 薃阳城 亳→殷 镐 

洛邑

蒁封

建

社

会

薀战国 秦 西

汉 新 东汉

 三国 魏 三

国 蜀 三国 

吴 西晋 东

晋 十六国 

南朝 宋 南朝 

齐 南朝 梁 

南朝 陈 北朝 

北魏 北朝 东

魏 北朝 西魏

 北朝 北齐 

北朝 北周 隋

 唐 五代十

国 北宋 南

宋 辽 西夏

 金 元 明

 清

袄前 475 年 -前 221 年 前

221 年-前 206 年 前 206

年-公元 8 年 公元 8 年-

23 年 25 年-220 年 220

年-265 年 221 年-263 年

 229 年-280 年 265 年-

316 年 317 年-420 年

 304 年-439 年 420 年-

479 年 479 年-502 年

 502 年-557 年 557 年-

589 年 386 年-534 年

 534 年-550 年 535 年-

557 年 550 年-577 年

 557 年-581 年 581 年-

618 年 618 年-907 年

 907 年-960 年 960 年-

1127 年 1127 年-1279 年

 916 年-1125 年 1038

年-1227 年 1115 年-1234

年 1271 年-1368 年

 1368 年-1644 年 1644

年-1840 年 

蚃 始皇(嬴政) 高祖(刘邦) 王莽 

光武帝(刘秀) 曹丕 刘备 孙权 武

帝(司马炎) 元帝(司马睿)  刘裕 

萧道成 萧衍 陈霸先 拓跋珪 元善

见(高欢立) 元宝炬(宇文泰立) 高洋

 宇文觉 文帝(杨坚) 高祖(李

渊)  太祖(赵匡胤) 高宗(赵构) 

耶律阿保机 李元昊 完颜阿骨打 世

祖(忽必烈) 太祖(朱元璋) (努尔哈

赤)世祖(福临)

袂 咸阳 长安 长安

 洛阳 洛阳 成都

 建业 洛阳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

康 建康 平城→洛

阳 邺 长安 邺 

长安 大兴 长安

  开封 临安 上

京 兴庆 中都 大

都 南京→北京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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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详细中国历史年表

羈半

封

建

半

殖
 

民

地

社

会

羇清末 中华民

国

蚃1840 年-1911 年 1912

年-1949 年 

罿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 螀北京 南京(曾北京)

蚆

螃夏世系

莀 1、禹——2、启 —— 3、太康 —— 4、仲康 —— 5、相 —— 6、少康 —— 7、杼 ——

膇 8、槐（芬）—— 9、芒（荒）—— 10、泄（世）—— 11、不降 —— 12、扃（局、禺）——

蒄 13、廑 —— 14、孔甲 —— 15、皋（吴、皋苟）—— 16、发（发惠）—— 17、 桀( 履癸 )
      [夏代君主于古籍中被称为后、夏后、夏后氏，亦有称之为帝者。自启至桀凡十三代，十六传，历四百七十

二年（一说四百三十二年），是为后人所推算]

袃

膁商世系

膀 1、天乙（汤、武汤、唐、大乙）——2、外丙 —— 3、仲壬—— 4、太甲（祖甲、太宗）—— 5、沃丁 ——

螈 6、太庚 —— 7、小甲—— 8、雍己 —— 9、太戊 —— 10、仲丁 —— 11、外壬 ——12、河单甲 —— 

芃 13、祖乙 —— 14、祖辛 —— 15、沃甲 —— 16、祖丁—— 17、南庚 —— 18、阳甲 —— 19、盘庚 ——

薂 20、小辛 ——21、小乙 —— 22、武丁 —— 23、祖庚 —— 24、祖甲 —— 25、廪辛 —— 26、康丁 ——

蚈 27、武乙 —— 28、太丁(文丁) —— 29、帝乙——30、帝辛（纣、受）

      [商（殷）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称为王。自汤（天乙）至纣凡十七代，三十传，历六百二十九年。一

说商凡二十九王，历四百九十六年。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国都屡迁，

至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始定都]

薇

莃西周世系

羃 1、武王（姬姓、名发）——2、成王（诵）—— 3、康王（钊）—— 4、昭王（瑕）—— 5、穆王（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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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详细中国历史年表

莀 6、共王 —— 7、懿王 —— 8、孝王—— 9、夷王 —— 10、厉王（胡）——[共和]( 庚申 前 841 年)——

莆 11、宣王 ( 甲戌 前 827 年)—— 12、幽王（庚申 前 781 年）

      [周人原为古老部落，耕牧于渭水流域。始祖弃，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周人几经迁徙，至古公耽父，迁

居于周原（今陕蚊椽山县），始以周为国名，臣属于商。古公耽父之子季历为商王太丁所杀；季历子姬昌继立，

是为文王。文王统一渭水流域，迁都于丰邑（今陕西沣水西岸），其子姬发率诸侯东征，阵于牧野，歼灭殷商，

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传至幽王，为犬戎所灭。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一代，十二

王。西周之积年，存四说：1、自灭殷至国亡公元前 257 年，2、公元前 400 余年，3、386 年，4、352 年。其间，

懿王死后，其叔辟方自立，是为孝王。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为王，是为夷王。厉王暴虐，国人流王于

淄，由周、召二公执政，号曰“共和行政”。中国历史自共和元年（前 841 年）始有确切纪年。前此之历史年代，

皆为后人所推算。

蒃

肀东周世系

袈 1、平 王（辛未 前 770 年）—— 2、桓王（壬戌 前 719 年）——3、庄王（乙酉 前 696 年）——

肅 4、黧 王（庚子 前 681 年）——5、惠王（乙巳 前 676 年）—— 6、襄王（庚午 前 651 年）——
7、顷 王（癸卯 前 618 年）—— 8、匡王（己酉 前 612 年）——9、定王（乙卯 前 606 年）—— 

薃 10、简 王（丙子 前 585 年）——11、灵王（庚寅 前 571 年）—— 12、景王（丁巳 前 544 年）——
13、悼 王（辛巳 前 520 年）—— 14、敬王（壬午 前 519 年）——15、元王（丙寅 前 475 年）——

蒁 16、贞定王（癸酉 前 468 年）——17、哀王（庚子 前 441 年）—— 18、思 王（庚子 前 441 年）——
19、考 王（辛丑 前 440 年）—— 20、威烈王（丙辰 前 425 年）——21、安王（庚辰 前 401 年）—— 

薀 22、烈  王（丙午 前 375 年）——23、显王（癸丑 前 368 年）—— 24、慎靓王（辛丑 前 320 年）——
25、赧 王（丁未 前 314 年）

      公元前 771 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翌年（即前 770 年），幽王太子宣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

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 59 年（前 256 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二十五王，历时五百一十五

年。

      东周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四十四年）之段历史时期，史称之为“春秋

时期”，自公元前 475 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

时期”

膈

蚃

袂春秋世袭

蝿诸侯国纪年袇公 

元 

前

蚃干 

支

节周王

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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膇鲁 螈齐
袃

晋
螀秦 衿楚 蒇宋 羂卫 膁陈 薁蔡 芆曹 肂郑 蚂燕 聿吴 肅越

膂 770 肃辛未 螁平王 1

肈孝

公

27

节庄公

25

膀

文

侯

11

艿襄

公 8

袇若

敖

21

节戴公

30

薁武

公 43

羀平公

8

薆郦侯

40

蚆惠公

26
羁武公 1

莈顷侯

21
蚈 螆

莂 768 膀癸西 莇 3
袆惠

公 1
螃 27

薈

13
膆 10 袆 23 袀 32 芀 45 羅 10 羅 42 芁 28 螈 3 羈 23 肅 蚂

蒀 766 螇已亥 膅 5 肃 3 羈 29
蒆

15
芅 12 芀 25 虿 34 芄 47 莅 12 蚀 44 肇 30 莇 5

蒅哀侯

1
肁 蝿

肆 765 蒅丙子 蒂 6 芇 4 袅 30
薅

16

袃文

公 1
罿 26

袈武公

1
蚄 48 羀 13 蚁 45 蚇 31 螄 6 莁 2 腿 蒆

袄 764 螂丁丑 袁 7 膅 5 羄 31
膃

17
莈 2 芈 27 肄 2 荿 49 肀 14 羆 46 肄 32 螀 7

蒈郑侯

1
螅 膄

膁 763 膀戊寅 螈 8 芃 6 薂 32
蚈

18
薇 3

莃宵

敖 1
羃 3 莀 50 莆 15 蒃 47 肀 33 袈 8 肅 2 薃 蒁

薀 761 膈庚辰 蚃 10 袂 8 羇 34
袇

20
蚃 5 节 3 蝿 5 蚅 52 螃 17

蚃共侯

1
膇 35 螈 10 袃 4 螀 衿

蒇 759 羂壬午 膁 12 薁 10 芆 36
肂

22
蚂 7 聿 5 肅 7 膂 54 肃 19

螁戴侯

1

肈穆公

1
节 12 膀 6 艿 袇

节 757 薁甲申 羀 14 薆 12 蚆 38
羁

24
莈 9

蚈玢

冒 1
螆 9

莂庄

公 1
膀 21 莇 3 袆 3 螃 14 薈 8 膆 袆

袀 756 芀乙酉 羅 15 羅 13 芁 39
螈

25
羈 10 肅 2 蚂 10 蒀 2 螇 22 膅 4

肃桓公

1
羈 15 蒆 9 芅 芀

虿 754 芄丁亥 莅 17 蚀 15 肇 41
蝿

27
袇 12 蒃 4 芁 12 薈 4

羇文公

1
袄 6 蝿 3 莇 17 肆 11 芅 蒁

莀 749 膆壬辰 蒂 22 膃 20 腿 46
芆

32
袃 17 蚁 9 袈 17 莆 9 芄 6

莃宣侯

1
蚇 8 莆 22 蚅 16 螀 蚀

蒆

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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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

蒈

薆

膂

羀

芇

蚆

薃

蚂

芀

螅战国世系

莅齐

羄公元

前

膀干支
聿周 袅秦

肅姜齐 莄田齐

袂楚 螈晋 袅赵 薂魏 芀韩 薇燕

芅 475 膅丙寅 虿元王 1 膀厉共公 2 莅平公 6 节 莁惠王 14 罿定公 37 蒄襄子 1 蚃 肃 螈孝公 23

蒄 474 肄丁卯 薁 2 蒇 3 薄 7 蒅 芃 15 薀出公 1 蚄 2 蚂 蚁 艿 24

螄 468 肃癸酉
蒂贞定王

1
肇 9 膈 13 蒃 袀 21 肀 7 膈 8 袄 薂 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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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 455 芅丙戌 肀 14 蚈 22 莇宣公 1 莂 螂 34 莇 20 蒇 21 螃 膀 蒀 43

薇 454 膄丁亥 羂 15 腿 23 蚇 2 薅 荿 35 羈 21 螇 22 蚂 肁 螆成公 1

螇 451 肂庚寅 蕿 18 蝿 26 袇 5 蒃 芁 38 薈敬公 1 羇 25 袄 蝿 莇 4

肆 445 芅丙申 蒁 24 莀 32 膆 11 蒂 膃 44 腿 7 芆 31 袃文侯 1 蚁 袈 10

莆 442 芄已亥 莃 27 蚇躁公 1 莆 14 蚅 螀 47 蚀 10 蒆 34 螁 4 蒂 蒈 13

薆 440 莀辛丑 膈考王 1 蒅 3 袃 16 螁 袀 49 蒈 12 羃 36 膂 6 莇 芇 15

肃 438 薂癸卯 聿 3 肅 5 膃 18 蝿 蒇 51 螄 14 膃 38 膀 8 艿 袇文公 1

节 433 薁戊申 蚇 8 薆 10 莂 23 羂 荿 56 莅幽公 1 蒂 43 莃 13 袇 莈 6

薂 431 蒀庚戌 蕿 10 膇 12 蚂 25 袁 芀简王 1 羆 3 螂 45 芁 15 螈 蚄 8

螂 428 蚂癸丑 蒀 13 螇怀公 1 袂 28 衿 袈 4 蒆 6 羁 48 芀 18 蚀 芅 11

莅

蚁秦世系

肈 1、秦仲 —— 2、庄公 —— 3、襄公 —— 4、文公 —— 5、宁公 ——6、出公 —— 7、武公 —— 

芈 8、德公 —— 9、宣公 —— 10、成公——11、穆公 —— 12、康公 —— 13、共公 —— 14、桓公 —— 

蒅 15、景公 —— 16、哀公 —— 17、惠公 —— 18、悼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19、厉公 —— 

肂 20、躁公 —— 21、怀公 —— 22、灵公—— 23、简公 —— 24、惠公 —— 25、出子 —— 26、献公 —

—

螀 27、孝公 —— 28、惠文王 —— 29、武王 —— 30、昭王（乙卯 前 306 年） —— 31、孝文王 （辛亥 前

250 年）—— 32、庄襄王 （壬子 前 249）—— 33、秦始皇（乙卯 前 246 年）——二世皇帝（壬辰 前 209

年）

肇

蒅秦朝纪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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芈在 位 时 间

薅起 始 年 薀终 止 年蒃帝王

蚅帝 王 纪 年 蚅公元前 羀帝 王 纪 年 蒇公元前

蚇始皇帝 螅秦始皇二十六 莁 221 腿秦始皇三十七 蒆 210

袅二世 螂秦始皇二十七（七月） 薇 210 膅二世三年 羅 207

罿子婴 艿二世二年（八月） 羄 207 肄二世三年（十月） 莀 206

螇

羇西汉

肄年号
螁纪年

葿庙号 螆名字
膄即位 

时间

膂即位年

龄

羇在位

 年数

薅死时 

年龄 芄世系 薃备注

蚈 薈前 206 莄高祖 虿刘邦 莀前 206 莆 55 或 46 蒄 12 肀 62 或 53
袈沛县丰邑

人，父刘太公

肅前 209 起兵，前 206

称汉王，前 202 称帝

薄 蒁前 194

薀孝惠

袄皇帝

薄刘盈 袂前 194 羈 13 或 16 袇 8 蚃 21 或 24 罿高祖子 螀以皇太子嗣位

蚆

螃前 187　
莀高后 膈吕雉 蒅前 187 袃 螁 9 袀 62

蒈山阳单父

人，高祖皇后

羃前 188 吕后立少帝，

临朝称制，旋杀少帝

“即位”，“在位”均

指临朝称制

膂前元
莇前 179

莂后元 螁前 163

芇文帝 薁刘恒 膁前 179 薈 23 薄 23 蚁 46 芈高祖中子

肅高祖十一年立为代

王，吕后死，周勃等诛

诸吕，立代王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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蒀前元 羇前 156

蚅中元 膀前 149

芁后元 羈前 143

袃孝景

皇帝
羀刘启 袁前 156 莅 32 羆 17 肀 48 肈文帝子 肇以皇太子嗣位

螃建元 袄前 140

羁元光 螆前 134

元朔 前 128

元狩 前 122

元鼎 前 116

元封 前 110

太初 前 104

天汉 前 100

太始 前 96

征和 前 92

后元 前 88

腿武帝 薆刘彻 袆前 140 羃 16 薀 55 莈 70 薅景帝中子

肃以皇太子嗣位。“建

元”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帝王年号

始元 前 86

元凤 前 80

元平 前 74

孝昭

皇帝
刘弗陵 前 86 8 14 21

武帝少子，

母赵婕妤
以皇太子嗣位

本始 前 73

地节 前 69

元康 前 65

神爵 前 61

五凤 前 57

甘露 前 53

黄龙 前 49

宣帝 刘询 前 74 18 26 43
武帝曾孙，

父史皇孙

汉武帝之戾太子遭巫

蛊之祸，戾太子之孙

刘询株连系狱后遇

赦，昭帝死，霍光迎

昌邑王刘贺嗣位，旋

废之，迎刘询

初元 前 48

永光 前 43

建昭 前 38

竟宁 前 33

元帝 刘奭 前 48 29 16 44 宣帝子 以皇太子嗣位

建始 前 32

河平 前 28

阳朔 前 24

鸿嘉 前 20

永始 前 16

元延 前 12

统宗 刘骜 前 33 19 27 45 元帝子 以皇太子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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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和 前 8

建平 前 6

元寿 前 2

孝哀

皇帝
刘欣 前 7 19 7 25

元帝庶孙，

成帝弟，定

陶王刘康子

欣三岁嗣父爵定陶

王，成帝无子，召以

入宫，立为皇太子，

后嗣位

元始 公元 1 平帝 刘衎 公元 1 9 6 15

元帝庶孙，

中山孝王之

子

三岁嗣父爵为中山

王，哀帝死，无子，

太后与王莽使迎立为

帝

居摄 公元 6

初始 公元 8

儒子

刘婴
5 1 4 21

宣帝玄孙，

广戚侯刘显

之子

公元 5 年，王莽弑平

帝，立刘婴，号儒子

新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

数

死时

 年

龄

世系 备注

始建国 公元 9

天凤 公元 14

地皇 公元 20

改国号

 为

“新”

王莽 8 54 16 69

元帝王皇

后侄，父

王曼

平帝年幼，王太后临朝，其侄

王莽以大司马辅政，于公元 5

年弑平帝，李儒子刘婴，王莽

辅政，自称假皇帝，居摄三年

后，公元 8 年自立为帝，改国

号为“新”

更始 公元 23
建元更

始
刘玄 23 3

南阳蔡阳

人，刘秀

族兄，西

汉远支皇

族

王莽末年起兵，初入平林军，

为更始将军，后与绿林军合

并，23 年称帝，年号“更

始”，在位三年，为赤眉军所

杀

东汉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

数

死时

 年

龄

世系 备注

建武 公元 25

建武 

中元
公元 56

世祖 刘秀 25 32 33 64
汉高祖九世孙，

父刘钦为南顿令

新莽末年起兵，公元

25 年称帝，定都洛阳

永平 公元 58 显宗 刘庄 57 30 19 48 光武帝第四子 以皇太子嗣位

建初 公元 76

元和 公元 84

章和 公元 87

肃宗 刘炟 75 18 14 31 明帝 第五子 以皇太子嗣位

永元 公元 89 穆宗 刘肇 88 10 18 27 章帝 第四子 以皇太子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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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兴 公元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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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 公元 106
孝殇 

皇帝
刘隆 105 1 1 2 和帝少子

即位时，生仅三个

月，在位时间实际八

个月

永初 公元 107

元初 公元 114

永宁 公元 120

建光 公元 121

延光 公元 122

恭宗 刘祜 106 13 20 32
章帝孙，父清河

孝王刘庆

殇帝死，邓太后策迎

刘固进宫，为和帝嗣

永建 公元 126

阳嘉 公元 132

永和 公元 136

汉安 公元 142

建康 公元 144

敬宗 刘保 125 11 20 30 安帝子

原封太子，后被废为

济阴王，安帝死，宦

官孙程立以为帝

永嘉 公元 145
孝冲 

皇帝
刘炳 144 2 1 3 顺帝子

在位时间实际五个月

（以皇太子嗣位）

本初 公元 146
孝质 

皇帝
刘缵 145 8 2 9

章帝玄孙，父渤

海孝王刘鸿

冲帝死，梁太后与大

将军梁冀密谋迎刘昝

进宫，封建平侯，即

位

建和 公元 147

和平 公元 150

元嘉 公元 151

永兴 公元 153

永寿 公元 155

延熹 公元 158

永康 公元 167

咸宗 刘志 146 15 22 36 章帝曾孙

质帝死，梁太后与大

将军梁冀密谋迎刘

志，立为帝

建宁 公元 168

熹平 公元 172

光和 公元 178

中平 公元 184

孝灵 

皇帝
刘宏 168 13 22 34 章帝玄孙

桓帝死，无子，窦太

后与窦武迎刘宏即

位，窦太后临朝

光熹

 昭宁
　

（废）

少帝
刘辩 189 15 1 16 灵帝子

189 年九月，董卓废刘

辩为弘弄王，190 年使

郎中令立儒臻杀之。

初平 公元 190

兴平 公元 194

建安 公元 196

延康 公元 220

孝献 

皇帝
刘协 189 9 32 54 灵帝中子

由董卓拥立即位，220

年十月，曹丕代汉称

帝，废献帝为山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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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时

间

即位年

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黄初 公元 220 世祖 曹丕 220 34 7 40
魏武帝曹操之

子

曹操死，袭位为丞

相，魏王，同年十月

废献帝，代汉称帝

 太和 公元 227

 青龙 公元 233
以太子即位

 景初   公元 237

烈祖 曹睿 226 22 14 35 文帝子

 正始 公元 240

 嘉平 公元 249

（废帝）

邵陵厉公
曹芳 239 9 16 44

明帝养子，封

齐王，后立为

太子

254 年被司马师废为齐

王，后封邵陵厉公

 正元 公元 254

 甘露 公元 256
高贵乡公 曹髦 254 14 7 20

文帝孙，东海

定王曹霖子

206 年率宿卫数百人攻

司马昭，兵败为昭所杀

景元 公元 260

咸熙 公元 264
元皇帝 曹奂 260 15 6 57

魏武帝曹操之

孙，燕王曹宁

之子

高贵乡公死后，由公卿

迎立为帝，后司马炎代

魏称帝，废为陈留王

三国蜀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时

间

即位年

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章武 公元 221
先主昭烈

皇帝
刘备 221 61 3 63

涿郡涿县人，

汉景帝子中山

靖王刘胜之

后，父刘弘

汉末起兵镇压黄巾，208

年败曹于赤壁，得荆

州，214 年取益州，旋得

汉中，221 年称帝，国号

汉

 建兴 公元 223

 延熙 公元 238

 景耀 公元 258

 炎兴 公元 263

后主 刘禅 223 17 41 65
刘备子，小字

阿斗

263 年，魏将邓艾，钟

会，攻蜀汉，十一月围

成都，刘禅出降，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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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时

间

即位年

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黄武 公元 222

 黄龙 公元 229

 嘉禾 公元 232

 赤乌 公元 238

 太元 公元 251

 神凤 公元 252

太祖 孙权 229 48 24 71

吴郡富春人，

孙坚子，孙策

弟

221 年受曹丕封号为吴

王，次年改元黄武，229

年称帝于武昌

建兴 公元 252

五凤 公元 254

太平 公元 256

会稽王 孙亮 252 10 7 18 孙权子
258 年被丞相孙继废为会

稽王，旋自杀

永安 公元 258 景皇帝 孙休 258 24 7 30 孙权第六子
孙继废孙亮，迎琅琊王

孙休为帝

元兴 公元 264

甘露 公元 265

宝鼎 公元 266

建衡 公元 269

凤凰 公元 272

天册 公元 275

天玺 公元 276

天纪 公元 277

末帝 孙皓 264 23 17 42
孙权孙，孙和

子

孙休死，张布等迎立乌

程侯孙皓，280 年降晋，

吴亡

西晋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时

间

即位年

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泰始 265

  咸宁 275

  太康 280

  太熙 290

世祖武皇

帝
司马炎 265 30 26 55

河内温县

人，司马懿

之孙，司马

昭长子

265 年十二月代魏建晋，279

年发兵攻吴，280 年初灭吴

  永熙 290 孝惠 司马衷 290 32 17 48 武帝第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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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平 291

  元康 291

  永康 300

  永宁 301

  太安 302

  永安 304

  建武 304

  永安 304

  永兴 304

  光熙 306

九岁立为皇太子，甚愚，武帝

欲废之，遭杨皇后反对，未

果，后即位为帝，贾皇后掌

权，酿成八王之乱，帝被毒杀

  永嘉 307
孝怀 皇

帝
司马炽 306 23 8 30

武帝第二十

五子

惠帝死后，被司马越立为帝，

311 年刘曜攻破洛阳，怀帝被

执赴平阳，313 年被杀

  建兴 313
孝愍 皇

帝
司马邺 313 14 4 18

武帝孙，吴

孝王司马晏

之子

312 年，贾疋拥立为邺为皇太

子，怀帝被杀后，邺即位于长

安，316 年八月，刘曜攻长

安，帝出降，西晋亡

东晋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位年

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建武 317

大兴 318

永昌 322

中宗 司马睿 317 42 6 47

司马懿曾孙，

琅琊恭司马觐

之子

十五岁嗣父爵琅琊王，317

年三月在健康称晋王，次

年即帝位

永昌 322

太宁 323
肃宗 司马绍 322 24 4 27 元帝长子 以皇太子即位

太宁 325 显宗 司马衍 325 5 18 22 明帝长子 325 年被立为皇太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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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 326

咸康 335

年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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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 343 康皇帝 司马岳 342 20 3 22 成帝之弟
成帝时封吴王，后徙琅琊

王，成帝病，诏岳为嗣

永和 345

升平 357
孝宗 司马聃 344 2 18 19 康帝子

帝幼冲，太后临朝，357

年亲政，时年十五岁

隆和 362

兴宁 363
哀皇帝 司马丕 361 21 5 25 成帝长子

穆帝死后，被皇太后立为

帝

太和 366 海西公 司马奕 365 24 7 45 成帝子哀帝弟

哀帝死后，被皇太后立为

帝，371 年十一月，被桓

温废为海东王，372 年有

降为海西县公

咸安 371
太宗简文

皇帝
司马昱 371 51 2 52 元帝少子

322 年受封为琅琊王，后

徙封会稽王。桓温帝司马

奕，立昱为帝

宁康 373

太元 376
烈宗 司马曜 372 11 25 35 简文帝第三子

65 年封会稽王；372 年立

为皇太子，同年嗣位

隆安 397

元兴 402

义熙 405

安皇帝
司马 德

宗
396 15 23 37 孝武帝长子

帝痴呆，不辩寒暑，由司

马道子摄政

元熙 419 恭皇帝
司马 德

文
418 34 3 37

孝武帝子，安

帝弟

安帝死，刘裕称奉遗诏迎

立为帝，420 年六月，刘

裕逼帝让位，废以为零陵

王，东晋王，次年被杀

汉（前赵）世系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元熙、

 永

凤、 

河瑞

304
高祖光

文皇帝
刘渊 7

新兴县凶奴人，

呼韩邪单之后，

曹魏时改姓刘，

祖父为南凶奴单

于，父刘豹为凶

奴左部帅

西晋太康末为北部都尉，后为建威将

军，五部大都督，受晋封为汉光乡

侯，后起兵反晋，304 年称汉王，308

年十月称帝，迁都平阳

光兴、

 嘉

平、 

310 烈宗 刘聪 9 刘渊第四子

刘渊死，太子刘和即位，刘聪杀兄夺

位，311 年，派刘曜攻破洛阳，俘晋

怀帝，316 年，派刘曜破长安，俘晋

愍帝，灭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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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

 麟嘉

汉昌 318 隐皇帝刘粲 1 刘聪子

以皇太子总摄朝政，318 年七月即帝

位，九月，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靳准

所杀。

光初 318 刘曜 12
刘渊侄，少孤，

由刘渊收养

靳准杀刘粲夺帝位，曜率兵攻准，被

太保呼延晏等拥立为帝，进军平阳，

尽杀靳氏，迁都长安，改汉为赵，史

称前赵，后被石靳所杀

成汉世系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备注

建兴、

 晏

平、 

王衡

304
太宗武

皇帝
李雄 31 31 61

氏族人，李

特子，巴西

宕渠人

301 年，其父李特在绵竹率流民起义反

晋，李特战死，李雄继为帅，304 年取成

都，城成都王，306 年称帝，国号成，成

汉，或称前蜀

玉衡 334 戾太子 李班 47 1 47
李雄之兄，

李荡子

被李雄立为太子，334 年六月即位，十月

被李雄之子李越所杀，在位不及半年

玉衡、

玉恒
335

幽公哀

皇帝
李期 22 4 25 李雄第四子

李越杀李班后，被拥立为帝，帝暴戾骄

虐，大臣多不自安，338 年四月，汉王李

寿拥兵矫太后令，废李期为邛都县公，自

立为帝

汉兴 338
中宗昭

文皇帝
李寿 39 6 44

李特弟李骧

少子

李期即位后被封为汉王，338 年矫太后

令，废李期为邛都县公，自立为帝

汉兴、

 太

和、 

嘉宁

李势 5 李寿长子
347 年三月晋征西将军恒温攻成都，李势

降，361 年死于建康

前凉世系

名字 庙号 年号 纪年
即位

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

龄
世系 备注

张实

高祖

 明

王

建兴 314 44 7 50 张轨长子

301 年，西晋任张轨为凉州刺史，轨保据

一方，314 年轨病死，其子张实继之，317

年西晋灭亡，张氏以姑臧为中心世守凉州

张茂

太宗

 成

王

建兴 320 44 5 48 张轨子

320 年六月，张实被部下杀害，实子骏年

幼，茂袭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

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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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骏

世祖

 文

王

建兴 324 18 23 40 张实子

张茂摄位，立骏为抚军将军，武威太守，

西平公世子，茂死，无子，张骏立，于 345

年称假凉王

张重华
世祖

桓
建兴 346 20 8 27 张骏第二子以世子即位

张祚 威王 和平 354 2

张骏之长庶

子，张重华

之兄

张重华死，其幼子灵曜嗣立，张祚以其年

幼，废以为宁凉侯，自立为大将军、凉州

牧、凉公，后为其臣下所杀

张玄靓 冲王
建兴、

升平
355 6 9 14 张骏少子

363 年杀张玄靓，自立为凉州牧，西平公，

376 年降于前秦，前凉亡

张玄锡 363 14
张骏少子，

重华弟

363 年杀张玄靓，自立为凉州牧，西平公，

376 年降于前秦，前凉亡

后赵世系

石勒
高祖明

皇帝

太和、

建平
319 46 15 60

上党武乡人，

羯族，父周曷

米，一名乞翼

加，部落小帅

起兵后投奔前赵，为刘渊大将，319 年自称大单王，

定都襄国，330 年改称大赵天王，同年改称皇帝

石弘
建平、

延熙
333 20 2 22 石勒第二子

石勒称帝后立为太子，即位后，石虎自为丞相、魏

王、大单于，总摄朝政，334 年十一月，石虎废弘为

海阳王，寻杀之

石虎
太祖武

皇帝

延熙、

建武、

太宁

334 40 16 55 石勒之侄
334 年废石弘，自立为帝，称大赵天王，349 年改称

皇帝，335 年九月迁都于邺

石鉴 青龙 349 1 石虎子

349 年十一月，石闵（石虎养孙，汉人）废杀石遵，

立石鉴，闵改国号为卫，易姓李，杀石鉴及虎子孙二

十余人，石氏几尽，闵自为帝，改国号为魏，复原姓

冉，史称其国为“冉魏”，石鉴在位，实一百零三日

石祗 永宁 350 2 石虎子
石鉴被杀，石祗于 350 年三月自立为帝，起兵讨冉

闵，战败，于四月为部将刘显所杀，后赵亡

前燕世系

慕容璜
太祖文

明皇帝
337 41 12 52

昌黎棘城人，

鲜卑族，慕容

炅第三子

西晋灭亡后，慕容炅自称大单于，在辽河流域建立政

权，其子慕容璜嗣位于 333 年，337 年自称燕王，

于 342 年迁都龙城

慕容俊
烈祖景

昭皇帝

元玺、

光寿
348 30 13 43

慕容璜 第二

子

慕容璜立以为世子，璜死，嗣位，受东晋穆帝册封，

为使持节中外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燕王，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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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攻克蓟城而迁都于蓟，352 年灭冉闵，同年称帝，

后迁都于邺

慕容玮 幽皇帝 建熙 360 34 11 45
慕容俊 第三

子

慕容俊立以为皇太子，后嗣位，370 年十一月，符坚

攻入邺城，玮外逃被俘，前燕亡，后被符坚所杀。

前秦世系

符洪
太祖惠

武皇帝
350 66 1 66

略阳临渭人，氐

族，原姓蒲，后改

姓符，先世为部落

小帅，父怀归，母

姜氏

西晋末，被氏族各部落推为盟主，后被前赵刘曜

封为氏王，后又受后赵封号，以石遵削其职而降

晋，350 年，符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

于，但秦王，改姓符，同年三月，被其军帅将军

麻秋毒死

符健
世宗明

皇帝
皇始 350 34 6 39

符洪第三子，母姜

氏

即位前斩麻秋，旋即位，翌年，占关中，据长

安，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改元皇始，翌

年称帝，都长安

符生 厉王 寿光 355 22 3 24 符健第三子
即位后嗜酒残暴，肆行杀戮，357 年六月，被符

健侄东海王符坚废以为越王，旋被杀

符坚
世祖宣

昭皇帝

永兴、

甘露、

建元

357 20 29 48 父符雄，祖符洪

杀符生后嗣位，370 年灭前燕，370 年灭前凉，统

一中国北部，383 年八月，亲率大军攻东晋，败

于淝水，北方各族纷纷自立，中国北部再度分

裂，385 年，慕容冲围攻长安，符坚出逃，被姚

俘获后缢死

符丕
哀平 

皇帝
太安 385 2 符坚长子

385 年七月符坚败死，八月丕在晋阳称帝，次

年，与鲜卑人慕容永激战于襄陵，惨败，后又败

于晋将冯该，被杀

符登
太宗高

皇帝
太初 386 44 9 52

符坚之族孙，父符

敞

符丕败死，诸将拥立符登，394 年为姚兴所败，

旋被杀，其子符崇奔逃于湟中嗣位，当年被西秦

乞伏乾归逐杀，前秦亡

后秦世系

姚苌
太祖武

昭皇帝

白雀、

建初
384 55 11 64

南安赤亭

人，羌族，

父姚弋仲，

兄姚襄

其兄为符坚所杀，姚苌率诸弟降于符坚，符坚伐

晋，以姚苌为龙骧将军，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

万年秦王，386 年称帝，都长安，国号秦

姚兴
高祖文

桓皇帝

皇初、

弘始
394 29 23 51 姚苌长子 以皇太子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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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泓 永和 416 29 2 30 姚兴长子

416 年，晋太尉刘裕乘姚兴新丧而举兵北伐，攻克

洛阳，次年攻占长安，生俘姚泓至建康而杀之。后

秦亡

西秦世系

乞伏国

仁

烈祖宣

烈王
建义 385 4

陇西乞伏部

鲜卑人，父

乞伏司繁

其父为前秦符坚之镇西将军，385 年司繁卒，国仁

即位，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

牧

乞伏乾

归

高祖武

元王

太初、更

始
388 25

乞伏国仁之

弟

乞伏国仁死后，群臣以其子年幼，乃推国仁弟乾归

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394 年改称

秦王，迁都金城，再迁都苑川，412 年为兄子乞伏

公府所杀

乞伏炽

盘
太祖

永康、建

弘
412 17 乞伏乾归

乞伏公府杀乾归，炽盘追杀公府而继位，414 年灭

南凉，428 年五月病死

乞伏慕

末
永弘 428 4 炽盘第二子 431 年降于夏王赫连定，被杀，西秦王

后燕世系

慕容垂
世祖成

武皇帝

燕元、

建兴
384 59 13 71

昌黎棘城人，

鲜卑族，前燕

慕容璜第五子

原为前秦大将，符坚惨败于淝水之战后，慕容

垂即图恢复燕国，于 384 年称燕王，两年后称

帝，定都于中山

慕容宝
烈宗惠

愍皇帝
永康 396 42 3 44 慕容垂第四子

以太子嗣位，398 年四月，为部下鲜卑族兰汗

所杀

慕容盛
中宗昭

武皇帝

建平、

长乐
398 26 4 29 慕容宝庶长子

398 年四月即位，杀兰汗，称长乐王，同年十

月称帝，400 年，去帝号，改称庶民天王，401

年被部下射伤，寻死

慕容熙
昭文 

皇帝

光始、

建始
401 17 7 23 慕容垂少子

慕容盛死，太后废太子，立熙嗣位，407 年七

月，冯跋杀慕容熙自立，后燕亡

后凉世系

吕光
太祖懿

武皇帝

太

安、

麟

嘉、

龙飞

386 49 14 62

略阳氏族人，先

世世为豪酋，父

吕婆楼，佐命符

坚，官至太尉

受符坚命，以太尉领兵攻略西域，降服三十

余国，后闻符坚为姚苌所杀，于 386 年十月

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凉州牧，

酒泉公，建元太安，后改称三河王，天王

吕纂 灵皇帝 咸宁 399 3 吕光庶长子
399 年，吕光立太子吕绍为天王，自号太上

皇，吕光死，吕纂攻绍，绍自杀，纂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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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隆 神鼎 401 3
吕光弟，吕宝之

子

401 年，吕超杀吕纂，让位于吕隆，隆即

位，改元神鼎，为沮渠蒙逊与秃发傉擅所侵

逼，于 403 年降于后秦，后凉亡

南凉世系

秃 发 乌

孤

烈祖武

王
太初 397 3

河西鲜卑族人，

秃发氏为鲜卑

族拓跋部之一

支

传说秃发氏先人寿阗生于被中，鲜卑语谓被

为“秃发”，遂以为氏，传至乌孤，始强，397
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平西王，

建元太初，都于廉川堡，后坠马死

秃 发 利

鹿孤
康王 建和 400 3 乌孤之弟 乌孤死，利鹿孤即位，改称河西王

秃 发 傉

檀
景王

弘昌、

嘉定
402 38 13 51 利鹿孤之弟

利鹿孤死，嗣位，迁都于乐都，改称凉王，

414 年七月，西秦乞伏炽盘攻陷离都，傉檀

降，西凉亡

南燕世系

慕容德
世宗献

武皇帝

燕平、

建平
398 63 8 70

昌黎棘城人，鲜卑族，

前燕主璜之少子，后

燕主垂之弟

前燕时被封为梁公，范阳王，后燕时封范阳王，

北魏陷后燕都城中山后，率众至邺，又迁滑台，

398 年称王，400 年迁广固，称帝，405 年病死

慕容超 太上 405 21 6 26
慕容德之兄，北海王

慕容纳之子

慕容德立为太子，德死，嗣位，410 年为东晋刘

裕所败，俘送于建康而杀之，燕亡

西凉世系

李郜 庚子、建初 407 27 19 45
汉族，汉将李广十六世

孙，父李昶

后凉末，李郜任敦煌太守，400 年自称凉公，年

号庚子

李歆 嘉兴 417 4 李郜第二子
郜死，即位，420 年七月与北凉沮渠蒙逊战于箩

泉，兵败被杀

李恂 永建 420 2 李郜第六子
李歆死，恂自立，称凉州刺史，改元永建，次年

春，沮渠蒙围敦煌，恂自杀，西凉亡

夏世系

赫连勃勃

世 祖

烈 武

皇帝

龙升、凤

翔、昌武、

真兴

407 27 19 45

匈奴人，匈奴

右贤王去卑之

后，父卫辰

其父卫辰入居塞内，被符坚封为西单于，督摄河内

西诸部，后为北魏拓跋圭所杀，赫连勃勃投奔后秦

姚兴，407 年拥兵自立，称天王，大单于，建元

赫连昌 承光 425 4 勃勃第三子 以太子即位，428 年被北魏生俘，封秦王，旋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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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定 胜光 428 4 勃勃第五子
昌被俘，定占据平原，称帝，431 年被吐谷浑击败生

俘，夏亡

北燕世系

高云 正始 407 3
高句丽王族，慕容宝收

以为养子，赐姓

407 年，后燕禁卫军将领冯跋杀燕帝慕容熙，

立慕容云（高云）为主，为其宠臣离班所杀

冯跋
太祖文

成皇帝
太平 409 22 长乐信都人，汉族 高云被杀，冯跋平定变乱，称天王

冯宏
昭成  

皇帝

太平、

太兴
430 7 冯跋弟

冯跋病死，宏尽杀跋诸子，乃自立，436 年为

北魏所杀，宏走死高丽

北凉世系

沮渠蒙

逊

太祖武

宣王

永安、

玄始、

承玄、

义和

401 34 33 66

临松卢水人，匈

奴族沮渠部，先

世世为沮渠部酋

豪

397 年起兵反后凉吕光，拥后凉建慷康太守段业

为凉州牧，建康公，401 年杀段业而自立，称张

掖公，都张掖，412 年占姑臧，称河西王，421

年灭西凉，据有凉州全境

沮渠牧

健
哀王 永和 433 7 蒙逊第三子

蒙逊死，牧健以皇太子即位，439 年，魏师来

伐，势穷请降，被杀，北凉亡

十六国

前赵 成汉 前凉 后赵

前燕 前秦 后秦 后燕

西秦 后凉 南凉 南燕

西凉 夏 北燕 北凉

南朝宋世系

年号 纪年 庙号 名字
即位

时间

即

位

年

龄

在

位
 

年

数

死

时
 

年

龄

世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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