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節：宗聖公曾子家世譜 3.1

春秋末期 → 戰國時代

曾 1→5 世；武城 1→2 派

公元前(580→440)±20 年

子，名參，字子輿，山東費縣南武城人，性至孝，師事孔

子，得一貫之傳。他一生的主要事業是講學，從二十三、

四歲就開始在家鄉南武城招收弟子，38 歲時，受武城大夫

所聘，設教於武城，40 歲時來到晉國魏地教學，一待就是 10 多年。

他年老時回到家鄉南武城，繼續設教講學，主要著述有三：《曾子》、

《孝經》與《大學》。

元延佑三年，中書省准設武城書院，比照孔、顏、孟三氏，嗣為

儒官。明世宗嘉靖 12 年，准照顏孟二氏事例，求訪曾氏子孫相應者

一人，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代代承襲，俾守曾子廟墓，以主祭事。

嘉靖 18 年，敕封曾子為宗聖公。曾氏自宗聖公曾子遷居武城起，定

為武城開派始祖，族譜尺標寫成：

魯國武城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曾子的家世

魯襄公六年(公元前 567 年)，鄫 53 君主：時泰歿，七月，莒國公子入繼

鄫子，此舉不合《春秋》宗法制度，各國譏笑，視同莒國滅鄫。晉國因

而責難魯國，任憑莒國公子入主鄫國。魯襄公乃派季孫武之子，季孫宿

出使晉國說明，姒巫去國奔魯國曲阜，去邑為「曾氏始祖」，族譜尺標

寫成為：

魯國曲阜曾 1 世：前 580 曾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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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曲阜曾 1 世：曾巫的爺爺世美，及父親時泰，與魯國國君都有聯

姻關係。魯襄公(公元前 572～542 年)的母親姒定為鄫女，推算是世美的

姊妹，因此鄫世美為魯襄公的舅舅。時泰與魯襄公為表兄弟，兩國有舅

出之誼。魯僖公(公元前 659～627 年)之孫女嫁為時泰夫人，生子巫，因

此魯襄公又是曾巫的母舅。

失去封地的曾巫，為魯國大夫，屬魯國貴族。曾 2 世：曾夭ㄧ
ㄠ為魯國三

桓季武子，季孫宿的家宰（相當於現今主任秘書）。曾 3 世：曾阜ㄈ
ㄨ
ˋ為魯國

三桓叔孫穆子，叔孫豹的家臣（相當於現今秘書）。

曾子的父親曾點

曾參的父親曾點族譜世代尺

標，依其生歿年(前 542-480 年?)寫

成：

魯國曲阜曾 4 世：前 500 曾點

這時魯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魯

昭公時(公元前 541-510 年)，三桓將

魯國王室的土地財產、軍隊及人口

瓜分，再由三桓進貢供養魯國君

主。曾點乃從早先的貴族家庭，變

為一介平民百姓，需靠自己從事農

耕種植生產，生活相當辛苦。

曾 4 世：前 500 曾點

公元前(542～48?)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6%98%AD%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6%98%AD%E5%85%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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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3.10 魯國曾子家世譜

魯成公、襄公 接譜表 2.42

曾 1 世：前 580 曾 巫 姒巫，公元前 567 年去邑為曾氏始祖

魯國大夫。

魯襄公、昭公

曾 2 世：前 560 曾 夭ㄧ
ㄠ 曾 天

不詳

春 秋 末 期 戰國之初

魯襄公、昭公

曾 2 世：前 560

魯昭公

曾 3 世：前 530

魯定公、哀公

曾 4 世：前 500

魯哀公、悼公

曾 5 世：前 470 年

武 1 派：前 470 武 2 派：前 440

曾 夭

季孫氏家宰

曾 阜

叔孫氏家臣

曾 點

前(542-480? )

子皙，上官氏

孔子第一批

學生

曾 子 曾 元

前(505-435) 曾 申

名參、子輿， 曾 華

後世稱宗聖 接譜表 3.21

公羊氏

● 宋國提倡國際和平運動。

● 晉楚未交兵四十年 ( 前

546-500 年)，各國得以暫

時維持和平。

● 魯昭公時，三桓瓜分魯公

室的土地、軍隊及人口。

● 曾阜變成沒落貴族家庭。

● 前 517 年魯昭

公被三桓壓迫

出走齊國。

● 曾點變成一般

百姓，居武城耕

作為生。

● 魯國無法擺脫三桓專政。魯哀

公圖謀恢復君權失敗，終至流

亡越國。

魯三桓：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其中以季孫氏實力最強。

春

秋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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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三 桓

公元前(690-410)年代

三桓，即指魯國卿大夫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魯國的三桓起

於魯莊公時代（公元前 693-662 年）。魯莊公父親魯桓公有四子，嫡

長子魯莊公繼承魯國國君；庶長子慶父（其後代稱孟孫氏，又稱仲孫

氏、孟氏）、庶次子叔牙（其後代稱叔孫氏）、嫡次子季友（其後代

稱季孫氏、季氏）皆按封建制度被魯莊公封為卿，後代皆形成了大家

族，由於三家皆出自魯桓公之後，被人們稱為『魯三桓』。

魯國自魯僖公(公元前 659-627 年)以後，三桓世為魯卿，執掌國

政，其中以季孫氏在三桓的實力最強。三桓互相矛盾又有共同利益，

對魯國歷史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魯宣公(公元前 608-591 年)時，三

桓發動政變，驅逐意圖消滅三桓影響，恢復魯君威信的公孫歸父（東

門襄仲之子，魯莊公之孫），三桓共掌魯國政事。

至魯昭公時期(公元前 541-510 年)，三桓將魯國公室的土地財產、

軍隊及人口瓜分，並由三桓進貢以供養魯君。魯昭公到後期無法容忍

三桓，在公元前 517 年與三桓交惡的郈氏合作對抗三桓失敗，魯昭公

被迫出走，七年後死在齊國。三桓立昭公弟為魯定公(公元前 509-495

年)，到魯哀公(公元前 494-468 年)、魯悼公(公元前 467-437 年)、魯

元公(公元前 436-416 年)時期，魯國國君始終無法擺脫三桓的專政。

直到魯穆公時期(公元前 415-383 年)，魯國實行改革，任命博士

公儀休為魯相，才逐漸從三桓手中收回政權，國政開始奉法循理，擺

脫三桓專政的問題，重新確立魯國王室的權威。叔孫氏和孟孫氏先後

亡於齊國，而季孫氏則據其封邑費卞，獨立成為費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8%8E%8A%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69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66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6%A1%93%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86%E7%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4%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3%E5%8F%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83%9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AE%A3%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AD%99%E5%BD%92%E7%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6%80%E8%A5%84%E4%B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96%80%E8%A5%84%E4%B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6%98%AD%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8D51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AE%9A%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93%80%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6%82%BC%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85%83%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85%83%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7%A9%8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4%80%E4%BC%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BB%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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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21 這年，至聖先師孔子(公元前 551-479 年)自稱三十而立，

在曲阜開始創辦平民教育，收徒講學 5-6 年。20 歲的曾點成為孔子的第

一批學生，其他比較知名的尚有顏回(公元前 521-481 年)的父親顏路，及

子路(公元前 542-480 年)等人。曾點行為不拘一格而有狂者的氣質，其舞

雩詠歸的志向得到孔子的讚許，也成為後世儒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曾

點是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關於他的記述可由二則傳說故事略知1。

故事一：《取名曾參的傳說》

曾點娶妻早，但生子晚，直到他 37 歲時，妻子上官氏才給生下

一個白胖小子。當時曾點還在曲阜，得到消息後，高興地又唱又跳，

曾點近乎瘋狂的舉止，驚擾了孔子的學堂2，孔子正要訓斥一頓，但

聽說是弟子曾點中年得子，立即眉開眼笑地連說：「大喜！大喜！」

曾點要請假回家看兒子，孔子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棵東北蔘拿

出來送給曾點，一來做為賀禮，二來知道曾點妻子體弱多病，讓他

帶回家為妻子補養身體。曾點捧著人蔘，一路歌唱跑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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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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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見《孔子弟子的故事》：「曾參的傳說」。

2 孔子 35 歲，魯昭公被魯國掌權的三桓擊敗，逃到齊國，孔子便離開魯國到齊

國求仕，後來得知齊大夫想害孔子，齊景公(公元前 547–490 年)沒有辦法，

孔子則重回魯國，聚徒講學達 18 年。



3.6 第三章：《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故事二：《舞雩台抒懷》

第一個給孔子送十條乾肉做見面體的就是曾點。曾點在孔門中

學業平平，因好講「古人呀、先前呀」，被孔子稱為狂放之士3。但

有一次他和孔子到沂河南岸的舞雩ㄩ
ˊ台遊憩，抒發情懷，倍受孔子讚

賞。舞雩台也就因此出名，立了“舞雩壇”和“聖賢樂趣”兩塊石

碑紀念。

傳說孔子 68 歲（前 484 年）結束周遊列國的生涯後，回到魯國。

這時早已不在孔子身邊的曾點，特意從家鄉趕到曲阜看望老師，並

在老師身邊小住了一段時間。一天，孔子乘興邀曾點、子路、冉求、

公西華四人來到國君祭天祈雨的舞雩台。台子很高，像座小山，石

砌而成。孔子他們沿石徑登上舞雩台，北望魯國古城，金碧輝煌；

南視沂河流水，波光鄰鄰；周圍田疇無垠，碧綠一片。

他們欣賞了一陣江山美景，孔子讓他們四人坐在自己周圍，說：

“我老了，沒人願意用我了，你們還年輕，正是施展抱負的年紀，

你們常常說別人不賞識自己，有時又怨天怨地，現在我問你們，假

如有人重用你們的話，你打算怎麼辦呢”？

孔子的話音剛落，子路就一躍而起，不假思索地說道：“如

果 …”。孔子聽了，哈哈大笑，笑得莫名其妙。…，冉求想了想，

說：“我只要…..。”孔子聽後沉吟了一下，也沒表示什麼。又讓最小

的弟子公西華談談，…，他用十分謙虛的口氣說：“我不敢說…，充

當一個小小的司儀就可啦” 。

3 狂放之士有禮！因曾氏宗源的「鄫國」始封於夏初的公元前 2020 年，至魯

襄公時（公元前 567 年）滅于莒，足足有 1,450 年歷史，曾點正是鄫國歷代

53 位君主的嫡系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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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聽後，仍沒表示什麼。扭臉對正在撫琴的曾點說：“點呀，

不要彈琴了，你也說說你是怎麼想的” ？曾點放下撥弄琴弦的手，

慢慢地說道：“我和他們的想法不一樣。”孔子說：“不一樣沒關

係，人各有志呀！”

曾點抬頭觀天，低頭看河，然後才說：“我只希望在夏收之前

的日子裡，穿上輕便的衣裳，邀上五、六位志同道和的朋友，再帶

上六、七個小男孩，到沂河裡自自在在地洗個澡，然後站在這舞雩

台上曬曬太陽吹吹風，歡歡樂樂哼著小曲回家去，家裡備有酒肉，

心情舒暢地去享用，我就心滿意足了。再沒有別的希望了。”

一直沒發聲的孔子突然大聲讚道：“好呀！曾點的主張跟我一

樣！」子路見孔子對他們三人發言不以為然，偏偏稱讚曾點的說法，

很不服氣，就小聲道：”人生在世無所做為，不和禽獸一樣了嗎？

“

“你懂什麼？”孔子白了子路一眼，道：你們聽曾點所說的內

容，不正是一番昇平氣象嗎？這要在國家強盛，人民富足，又無外

敵侵擾的情況下，才能辦到。這正是我的治國思想，仁政主張實現

後，所能達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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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的生平事蹟

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人。

生於魯定公 5 年，卒於魯悼公 32 年（公元前 505～435 年）。出身

沒落貴族家庭。曾子的父親曾點，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敢說敢

為，不拘小節。曾子的母親上官氏是一位勤勞善良的家庭婦女，一

生織布、操勞家務，對曾子非常慈愛。

曾子是在母親的關懷愛和父親的嚴教下成長起來的。曾子在六、七歲

時，父親就教他讀書識字，後來又把自己從孔子那裡學來的“六藝”知識傳

授給他。曾子從小就是個勤快的孩子，沒幾歲就開始幫助母親幹家務活。

年齡稍長，就跟隨父親下農田勞動。十三、四歲時就獨自到野外打柴。

後來又學會了犁地、駕車。

曾子約十五歲時，生母上官氏去世，父親曾點續娶，姓氏不詳。次年，

父親就帶曾子到楚國，拜正在那裡講學的孔子為師。孔子對曾子的第一

印象是“參也魯”，也就是說曾子比較質樸、憨厚。

曾子學習的最大特點是勤學好問，還善於向師兄們學習，一旦發現自

己的看法、做法不妥，就立即認錯改正。通過刻苦的學習和實踐，曾子

對孔子思想的實質有深刻的理解。孔子對曾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時，別的學生不理解。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 年），孔子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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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服喪 3 年。期間，曾參與同學們一起回顧孔子的教導，研究孔子的

思想，編撰成《論語》。

曾子稟性孝順。曾子年少的時候，就對父母尊敬親愛。他家境貧寒，

靠親自耕作供養父母。曾子行孝主要表現在：奉養父母、牽掛父母、尊

敬父母、取悅父母、思念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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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行孝事實及生平事蹟，收錄在《孔子弟子的故事》的曾子章節，

今參考其他相關史料，按故事年代順序，整理編成表 32「曾子傳說故事

年譜」，以供參考。

曾參五十歲之後，開堂授課，傳學孔伋（子思），述《大學》，著《孝

經》，主張仁與孝。曾參卒於周考王 6 年丙午(公元前 435 年)，享年 71 歲，

葬於山東嘉祥武城西南之麓。妣公羊氏，刺封一品夫人，生子三：元、

申、華。

曾參事蹟受歷代朝廷許多

褒封，其中最值得重視者：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 (公元

1116 年)改封武城侯

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尊為宗聖

曾參乃被尊稱為宗聖曾子。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 1533 年)，史

部左侍郎，前翰林學士顧鼎臣

奏，聖裁准照依孔、顏、孟事

例，訪求曾氏子孫相應者一

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代

代承襲，俾守曾子廟墓，以主

祀事。據此，武城曾氏族譜敕

封為宗聖族譜，以曾子為「武

城開派始祖」。

宗聖公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

公元(前 505～4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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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曾子傳說故事年表

公元前(505～435)年

年 齡 傳 說 故 事 摘 要

出生 公元前 505 年，魯定公 5 年

曾子生於魯國費縣（今山東費縣南武城），因孔子贈送一

棵東北蔘給曾點做為賀禮，帶回家給妻子補養身體，故取名

參，字子輿。

6 歲 公元前 500 年，魯定公 10 年

父親曾點教曾子識字、斷文。

7 歲 公元前 499 年，魯定公 11 年

一天曾子外出武城山遊玩，走出幾十里地而失迷，問路

老人家，便留住老人小店一宿，次日清晨留“曾子卜居”四

個字，匆匆趕回家。因武城曾家大有名氣，老人一聽就給自

己的茶攤取名“卜居店”。後來，曾子成了大學問家，被尊

稱為聖人，這卜居店名聲也就更響亮了，不少人家都移居這

裡，成為了市集。

10 歲 公元前 496 年頃，魯定公 14 年頃

傳說曾子於瓜田除草，不慎割斷瓜根，曾點大怒，用棍

子將曾子打昏，倒於瓜田，良久始甦，曾子清醒後向父親認

罪，他隨後操琴唱歌，以示身體健康。過幾年後，孔子知道

這事，告訴曾參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侍暴怒，

以陷父不義，安得孝乎！”曾參說：“參罪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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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歲 公元前 494 年頃，魯定公 16 年頃

“曾參事母至孝。曾參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措。參

不還，乃齧其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母，母曰：

有客忽至，吾齧指以悟汝耳。”這是古代著名「二十四孝」

中的《齧指痛心》。曾參入山打柴，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

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忽然覺得心疼，背起柴

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

手指讓你知道。”

曾子是著名的孝子，因此對母親傳出的資訊有著很強的感

知力。後人也以詩頌之：「母指方才齧，兒心痛不禁。負薪

歸未晚，骨肉至情深。」

14 歲 公元前 492 年頃，魯定公 18 年頃

這年，曾參耕於泰山之下，遇大雨雪旬日不得歸，因思

父母，所作梁山之歌。《戰國策·秦策二》記載：「昔者曾子

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越牆而走。

這則故事是說，曾子住在費國（三桓季孫氏轄下）的時

候，有一個名字也叫曾參的殺了人，有人去告訴了曾子的母

親，曾母開始時還表示相信自己的兒子不會殺人，繼續紡織，

等到第三個人來說同樣事情的時候，曾母也怕了起來，翻牆

逃走了。後世用這個典故來比喻人言可畏。李白就在《答五

十二雪夜獨酌有懷》中說：「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

母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5%8D%81%E5%9B%9B%E5%AD%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5%9B%BD%E7%AD%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B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99%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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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 公元前 489 年，魯哀公 6 年 赴楚國跟隨孔子

這年，吳伐陳，楚來救，陳國大亂。孔子離開陳國，經

過蔡國地，去楚國的負函（今河南信陽，楚國有賢大夫葉公

駐此）。楚昭王（前 515-489）欲重用孔子，使奉帛來聘，將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但由於楚令尹子西的阻止，此議遂止。

孔子乃在楚講學，為當時比較落後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傳播中

原文化。這時，曾點帶 16 歲的曾參來到楚國負函，拜孔子為

師，成為孔子最年幼的學生。

【註：負函位於今河南信陽，與當時西陽曾國相鄰，南遷曾

10 君主：前 480 曾侯戌可能就近聽孔子講學，或與曾參見過

面也是不無可能。】

19 歲 公元前 487 年頃，魯哀公 8 年頃 跟隨孔子訪問列國

傳說曾子是個思維遲鈍，處事極不靈活的人。他由父親

曾點帶入孔門後，終日手不離卷，有人奉承他，也有人取笑

他。曾子對人說：“我並不是捧著書本裝出一副刻苦用功的

樣子，而是我的記性不好，別人一遍就通曉的事理，我得反

復研讀，直到一百遍才能悟出其中的奧妙。”

有一天，孔子給弟子們授課時，提問曾參：“參呀，我

的思想主張你能用一句話來概括嗎？”曾子說：“能！”孔

子滿意地點點頭，沒再問就下了課。

弟子們見老師走了，都圍著曾參詢問孔子剛才問話的意

思，曾參說：“老師的思想學說只用兩個字就能概括，哪就

是『忠恕』二字。”眾弟子聽了恍然大悟，自嘆不如曾參。

孔子也深愛這個小弟子。孔子死後，曾參便成了儒家的主要

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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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歲 公元前 484 年，魯哀公 11 年 跟隨孔子返回魯國

孔子 68 歲結束訪問列國諸侯 14 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回

到魯國曲阜。孔子不求仕，專心從事文獻整理和教育事業，

編修《春秋》，並繼續聚徒授業，培育治國賢才。

23 歲 公元前 483 年，魯哀公 12 年 嘉祥南武山

孔子 69 歲，其子伯魚卒，兒媳改嫁去衛國，孔子與幼孫

孔伋（即子思）相依為命。這年魯國發生蝗災。

25 歲 公元前 481 年頃，魯哀公 14 年頃 嘉祥南武山

曾參奉養父母，無論家境如何貧寒，每餐必有酒肉。他

不光做到讓父母穿暖，還能使父母心情舒暢，從不惹父母生

氣。相傳曾點喜歡吃羊棗，曾參就到很遠的地方去買，自己

從來不得吃一個。有人見到曾點津津有味地吃羊棗的時候，

曾參卻在大吃羊肉絲。

這事傳之後世，有學生問孟子何以故？孟子說：“炒羊

肉絲是大家都喜歡吃的，而羊棗只有個別人喜歡吃。就像父

母的名字應該避諱，而姓卻不用避諱一樣，姓是大家共有的，

而名卻是一個人獨有的。”

26 歲 公元前 480 年頃，魯哀公 15 年頃 嘉祥南武山

傳說有一天早晨，公羊氏要到集市買東西，長子曾元哭

鬧要跟母親同去，公羊氏勸來勸去，曾元就是不聽，正無計

可施時，公羊氏一眼看到牆角躺著一口豬，於是說：“好乖

乖聽話，媽媽買東西回來，就給你殺豬吃”。曾元一聽很高

興，就不再纏公羊氏啦。公羊氏走出門後，曾元就跑進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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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醒還在做夢的曾參，把母親要殺豬的事告訴父親。

當公羊氏從集市回到家，見曾參正綑著豬，公羊氏奇怪

地問曾參：“你綑豬干什麼？”曾參說：“殺豬吃肉呀。”

公羊氏白了一眼問說“不年不節的，殺的哪門子豬呢？”

曾元一旁嚷道：“你剛才出門時說，回來殺豬給我吃，

你現在怎麼又賴帳呢？”公羊氏對兒子的話，理也不理，直

走到曾參跟前說：“我剛才說要殺豬，是為了不讓曾元跟我

上市集，騙孩子的話，你大人怎麼能當真呢？”

曾參正色道：“你做母親的怎麼可以欺騙孩子呢？父母

是孩子最可以信賴的人，你今天欺騙了他，從此他就不再相

信你了。等他將來成了人，也學你的樣子去欺騙你或別人怎

麼辦？”

曾參的一席話，說得公羊氏低下頭，這時曾元在廚房喊

著：“媽媽，水開了。”公羊氏連忙端來開水，幫著曾參把

豬殺了。這就是廣為流傳的「曾子殺豬教妻不欺子」的故事。

可能在這年遷居嘉祥縣南武山。曾參在嘉祥南武城開辦

學堂，招收弟子講學，把從孔子學到的知識傳授給他們。

27 歲 公元前 479 年，魯哀公 16 年 守孔子墓園

孔子 73 歲臨終時，孔伋（即子思）還是個孩子。孔子把

曾參和孔伋叫到床前，囑曾參要好好地傳業于孔伋，又要孔

伋三拜曾參為師。曾子把孔子傳授的全部學問傳授給子思。

子思在曾子門下，不僅掌握了儒家的全部思想，而且還有所

發揮，著成《中庸》一書，成為後世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

孔子死後，弟子們都按照對父親的禮儀為他守孝三年，

因埋葬孔子的墓地是新開闢的，弟子們怕孔子孤單冷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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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小搬到城北的墓前築屋而居。許多崇敬孔子的魯國人，

也把家遷到了墓前。於是孔子墓前很快就形成一個村落，人

稱“孔里聚居”。弟子們一面為孔子守墓，一面聚在一起回

憶孔子生前對大家的教誨，讓曾參筆錄下來，然後弟子們再

反覆整理潤色，編撰成儒家思想的經典著作――《論語》。

三年過去了，弟子們在孔子墓前大哭一場，然後各奔前

程。

32 歲 公元前 474 年頃，魯哀公 21 年頃 嘉祥南武山

傳說，曾子的生母體弱多病，生母去世後，父親曾點又

續娶了一個妻子。曾子的繼母對曾子沒有一點恩情可言，還

常刁難曾子的妻子兒女。但曾子對她仍克盡孝道，早晚問安，

供養不衰。

有一天，繼母想吃梨，可是她的牙齒全掉光了，根本咬

不動梨子，怎麼辦？曾子想了想就對妻子公羊氏說：「你去買

幾個梨子來，蒸熟了再給母親吃。」公羊氏買來梨子放在蒸

籠裡蒸了蒸，就端給了婆母。婆母咬了兩口，見梨子沒有蒸

熟蒸透，十分惱火。

等曾子回家，她把兒媳蒸梨不熟的事，添油加醋地向曾

子哭訴一番。曾子聽了，不容公羊氏辯解，立即寫一紙休書，

就把妻子休出家門。曾子的朋友們認為他的做法太過份，就

問他：「婦人須犯七出之條，方可休她。蒸梨是樁小事，並不

犯七出之條啊！你為何非要休妻呢？」

曾子答道：「不錯，蒸梨的確是樁小事，不在七出之列。

但我讓她將梨蒸熟後奉給老母，她竟不聽，蒸個半生不熟就

給老母。小事她敢如此，大事誰敢保證她不如此呢？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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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婦人我怎麼還敢留她！」曾子終於沒聽眾人們的勸說。

曾參出遊楚國，楚惠王熱情接待他，讓他做高官，曾參

決心趁機大展長才，實現自己的抱負。不久曾參便發現，與

楚國君臣往往意見不合，抱負難以實現，不到 1 年便辭職回

到魯國。

【註：那年家住西陽曾侯乙還只是一個 8-9 歲的少年，

他父親曾侯戌為曾國君主。曾參路經西陽時，三人應該有機

會見面、交談及吃飯，這對曾侯乙的讀書求學、待人處事等，

必有深遠啟發。】

自從母親走後，曾元見煮飯縫衣的事都是父親親自動

手，十分同情他，就勸他再娶一位妻子。曾子見兒子小小年

紀就知道心疼人，心裡感到十分寬慰。他撫摸著兒子的頭說：

「孩子你還小，還不懂事理。當年高宗因有了後妻而殺死前

婦之子，尹吉甫因有了後妻而把前妻的兒子趕出家門。我上

不如高宗，下不及吉甫，一旦有了後妻，誰能保證我不做出

非禮的事來呢？」

這是一則《出妻》的真實故事，曾子終生沒再續妻。

34 歲 公元前 472 年，魯哀公 23 年 嘉祥南武山

父親曾點與繼母相繼逝世，曾參守孝三年。

35 歲 公元前 471 年，魯哀公 24 年 出遊齊國

曾參出遊齊國，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齊國沒有接納他，

他又回到魯國。

36 歲 公元前 470 年，魯哀公 25 年 赴楚國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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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歲 公元前 468 年，魯哀公 27 年 出遊費國

曾參被費國國君請去當官，後來曾參發現費國也不是理

想之地，便回歸故里，再也不尋求做官。

39 歲 公元前 467 年，魯哀公 28 年 嘉祥南武城

51 歲 公元前 455 年，魯悼公 12 年 晉國魏地龍門西河

齊聘之以相，楚迎之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參皆不從。

曾參到魏國龍門西河，在卜子夏、段幹木創辦的學校，教授

傳道 10 年。曾參並帶次子曾申拜卜子夏為師。

【註：卜子夏(前 507-420 年)晉國人，14 歲來到魯國拜孔子

為師，32 歲時受晉國魏地卿大夫魏桓子及其孫魏斯邀請，來

到龍門西河，河律一帶創辦學校，受到國君和百姓的歡迎，

從此開始了 55 年的設教生涯。】

61 歲 公元前 445 年，魯悼公 22 年 嘉祥南武城

曾參回到家鄉嘉祥南武城，率領弟子繼續設教講學。他

一面設館教書，一面著書立說，據說儒家經典著作《大學》

就是他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曾子的

處世思想之一。他和孔子一樣，都想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終因未得其位，而不能『謀其政』。

71 歲 公元前 435 年，魯悼公 32 年 葬嘉祥南武山下

曾子 71 歲那年，老病在家，臥床數月。他自覺快不行了，

就叫大弟子樂正子春召來所有門徒說：「我要見孔子去了，我

話不長。我死後就再沒有人能及時提醒你們，啥叫對啥叫錯。

以後無論說話辦事，都要仔細想好再說再做，要記住《詩經》

上的兩句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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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待人接物，就不會有什麼大的過失出現。」

這天下午，曾子的呼吸越來越微小，樂正春子和曾元靜

靜地守在床前。到了晚上，曾子雙眼微閉，已是湯水不進了。

到了點燈的時候，兩個家童端來燭燈，他倆見曾子鋪的

席子小聲說：「先生鋪的席子好華貴喲，那是他當大夫時的席

子吧。」

兩家童出了門，曾子突然睜大雙眼，面帶愧色地說道：

「咳，我怎麼忘記換掉這席子呢？這席子是大夫們專用的，

可我早已不再做官了，做百姓的使用這種席子是非禮的呀！

子春、曾元快扶我起來，換掉這張席子。」曾元輕輕按住曾

子的被角，說：「父親，看你病得這樣，不能再折騰了，您就

好好歇息吧！」

曾子閉上眼睛，焦躁不安地躺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

突然大喊曾元、樂正子春，仍堅持要他們扶他起身換席，曾

元不肯，曾子就用十分微小的氣力說：「君子用品德愛人，庸

人用姑息遷就愛人。我做自己想做的事，還有什麼可求的

呢？」

曾元等人拗不過曾子，只好把曾子扶起來，將那華貴的

席子換掉，曾子躺在破席上，一會兒就安然地閉上了雙眼…。

曾子 71 歲去世，葬於嘉祥縣城南 18 公里，南武山下。

【備註】：

(1) 故事主要摘自：汪林搜集整理，《孔子弟子的故事》，朝花文書，

山東文化音像出版，山東曲阜，1997 年。

(2) 年代及歲數，依族譜尺標推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