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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本章導讀〉 3.3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中壢分會 曾祥器博士

2016 年 3 月

王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今山東省蒼山縣），以地為姓

氏（國），是為上古鄫氏之始祖。歷夏、商、西周，到東

周春秋末期的 1400 多年，經 54 傳到魯襄公六年（公元前

567 年）鄫國為莒國所滅，世子巫奔魯，去邑為曾，是為曾氏之始。

曾子家世譜

曾巫為魯國大夫，到 2 世曾夭及 3 世曾阜，分別當魯國三桓的家宰、

家臣，享貴族生活待遇。4 世曾點 26 歲時（約當公元前 517 年），魯昭公

被三桓壓迫出走齊國，曾氏乃變成一般百姓，在武城需靠種田耕作為生。

曾點是孔子的第一批門生，38 歲時妻子上官氏才為他生一子，孔子

便拿出一棵東北蔘做為賀體，帶回家為妻子補養身體，曾點為了感激孔

子贈蔘，於是給兒子取名曾參。

曾參長到五、六歲時，曾點就教他識字斷文，到 17 歲時就把兒子帶

進孔門，拜孔子為師，父子倆都成了孔子喜愛的弟子。曾參勤學好問，

善於向師兄們學習。孔子去世前，叫曾參到跟前，把孫兒孔伋（字子思）

託付給曾參。孔子去世後，曾參與同學們服喪三年期間，一起回顧孔子

的教導，研究孔子的思想，編撰成《論語》。



3.4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古早正統儒學思想

曾子一生的主要事業是講學，38 歲時受武城大夫所聘，設教於武城。

主要著述有三：《曾子》、《孝經》與《大學》。子思上承曾子中庸之道，

編著《中庸》。傳到戰國時代的孟子，主張人性本善的民本思想，編著《孟

子》，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儒家學說思想。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設立太學，增置“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古代正統思想。

王莽篡漢，曾據挈族南遷

西漢末葉步入衰運，宦官開始典掌機要，廣結黨羽，把持朝政，外戚

王氏權力愈來愈大。新都侯王莽（當時儒家學派巨子）見時機成熟，篡

漢即位天子，改國號為「新」，改元始建國元年，西漢結束

那時，曾子第 15 傳裔孫曾據，官都鄉侯，對王莽舉動認為是大逆不

道，不事其官職而得罪於當朝。乃於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引家挈

族二千餘人，遷徙江南，居江西盧陵吉陽鄉。自此，山東（古魯國）武

城曾氏無人留居。盧陵則成為曾氏旺族中心，也是曾氏第二發脈地。

魯國曾氏合族總系

曾氏自春秋末葉的公元前 567 年，世子巫奔魯去邑為「曾」開始，到

公元 10 年曾據挈族南遷止，以山東魯國武城為家凡 577 年，傳 20 世代

（曾子之前 4 世 + 武城 16 派 = 20 代），曾家從 1 戶成長到 250 多戶，

魯國曾氏總數達 2,000 餘人（含曾家侍從佣人），家族譜碟史料都有完整

記載。

古代氏族記載世系以 5 代為一頁面，武城曾氏宗支繁衍以「宗聖」開

派，譜碟起自武城 1～5 派，家武城山左，稱之為「合族總系」。再由武

城 5 派的某一房系，記載武城 6～10 派的譜系。其後是武城 10 派的某一

房系，記載武城 11～15 派的譜系，以此類推。台灣曾氏淵源是歸屬於嫡

長子武城 15 派曾據房系，譜碟記載相當完整。



3.0 〈本章導讀〉 3.5

表格式族譜的創新

現今人類已邁入 21 世紀電腦化文書作業的新時代，族譜世代可用族

譜尺標記載更多史料，例如：

居 家 歷史朝代 族 譜 尺 標 生 歿 年 代

魯國武城 春秋末期 武 1 派：前 470 曾子 公元前(505～435 年)

山東武城山左 戰國變法 武 5 派：前 350 曾碍

山東武城山左 西漢末葉 武 15 派：前 10 曾據 公元前 43～公元 35 年

江西盧陵吉陽 東漢初葉 武 16 派：20 曾闡

族譜尺標顯示的年代，指出祖先生長的歷史時代背景，例如：

武 1 派：前 470 表示曾子生在春秋末期的魯讓公、魯悼公年代；

武 5 派：前 350 表示曾碍生在戰國的變法時代；

武 15 派：前 10 表示曾據生在西漢末葉；而

武 16 派：20 則表示曾闡生在東漢初葉的新生時代。

於是可設計一種包括歷史朝代紀元的族譜表格，以「族譜尺標」為世

代單位，將譜碟史料填入表格欄位內，再用經線條連接上下昭穆世代、

兄弟排序，作成創新的表格式譜表。

遷徙路線歷史地圖

從歷史朝代的居家地名，可在歷史地圖標示出祖先的遷徙線路，例如

在第二章《上古鄫氏遠祖史地》中，有下列族譜尺標顯示遷徙史地：



3.6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居 家 歷史朝代 族 譜 尺 標 譜 表 遷 徙 歷 史 地 圖

山東鄫村 夏王朝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 譜表 2.21 史地 2.21：夏時期地:

河南榮陽 商湯初 鄫 8 君主：前 1810 伯基 譜表 2.22 史地 2.22：商時期地

安徽鄫邱 商殷 鄫 28 君主：前 1340 塤和 譜表 2.23 史地 2.23：商時期地

河南方城 西周初 鄫 36 君主：前 1100 時榮 譜表 2.31 史地 2.31：西周地圖

河南拓城 春秋初葉 鄫 48 君主：前 760 方埕 譜表 2.41 史地 2.41：春秋時代

山東瑯琊 春秋中葉 鄫 51 君主：前 670 鄫朴 譜表 2.41 史地 2.42：春秋宋魯

山東古鄫村 春秋末葉 鄫 53 君主：前 610 時泰 譜表 2.41 史地 2.51：春秋魯國

魯國曲阜 春秋末葉 曾 1 世：前 580 曾巫 譜表 2.42 史地 2.51：春秋魯國

魯國武城 春秋末葉 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譜表 3.10 史地 2.51：春秋魯國

曾氏族人仕官分布圖

從世子巫於公元前 567 年奔魯，去邑為曾算起，到公元 10 年曾據挈

族南遷江西盧陵吉陽止，曾氏族人在魯國居家 577 年。武城 1 派曾子在

武城設教學館起，曾氏便以武城山左為家。武城 3 派邁入戰國時期，曾

氏族人到各國出仕為官就業，其分布也可用歷史地圖表示：

族 譜 尺 標 歷 史 分 布 圖

武城 2～5 派：前 400～350 仕官分布 史地 3.21：戰國形勢地圖

武城 5～10 派：前 350～180 仕官分布 史地 3.22：秦統一地圖

武城 10～15 派：前 180～後 20 仕官分布 史地 3.31：西漢地圖

武城 15～16 派：前 20～後 20 挈族南遷 史地 3.41-42：東漢地圖

以上族譜尺標的各項應用及延伸，有助於本章各節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