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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戰國→秦漢

武城 1→6→11 派

公元前(470→320→150)±20 年

山東魯國嘉祥武城

子和孔子一樣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續孔子之後，曾子

勇敢地擔負起推行仁德的重任。曾子為父親守孝 3 年結束

後，便出遊齊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齊國沒有接納他。

不久，曾子又到楚國，楚惠王熱情接待他，讓他做了高官，不久曾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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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又被費國國君聘請，後來曾子發現費國也不是

理想之地，便回歸故里，再也不尋求做官。

曾子的主要事業

曾子特別注重用儒家道德、君子形象來感化影響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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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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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嘉言懿行

公元前 484 年，曾子 21 歲跟隨孔子回到魯國曲阜，次年娶公羊氏為

妻，遷居嘉祥縣南武山開辦學堂，招收弟子講學，把從孔子那裡學到的

知識傳授給他們。公羊氏為曾子生三子：元、申、華。曾子對孩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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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從細微小事，以身示範。例如曾元小時候，有一則“曾子殺豬教妻

不欺子”的傳說故事，曾子對公羊氏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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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學著你的樣子去欺騙你或別人怎麼辦？”

曾子性魯至孝，及於繼母，就有一則“出妻”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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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曾子回家，繼母把兒媳蒸梨不熟的事，加油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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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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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婦人我怎麼還敢留她！”曾子

終於沒聽眾人們的勸說。

兒子曾元見自從母親走後，煮飯縫衣的事都是父親親自動手，十分

同情他，就勸父親再娶一位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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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子事親至孝，因而將孔子答問著述《孝經》十八章及《大學》

等書傳世。他對孝道等闡釋，引孔子之言道：“夫孝，德之本也，教

之所由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業，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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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聖公篤於行孝外，其立身處世，純以忠信禮讓為本。論語載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又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賞從事于斯矣。”其立己之誠，接物之寬，豈僅「為他」？

且已「無我」，人人本此處世，將見舉世雍睦和熙之氣象。

曾子在《大學》一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

至善。知止而後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

得。”又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再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接著說：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

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曾參的次子曾申

曾參有三個兒子元、申、華。長子曾元，字子元，仕魯，素敬

慎。曾元配高陽氏，生子一：西。繼娶侯氏，生子一：中。居於魯

城曲阜，其後堂號魯國。曾參的次子曾申，字子西，生於公元前 477

年前後，卒於公元前 405 年。族譜史料載，卜子夏傳之以詩，左丘

明傳之以春秋，而公之學如此可見矣。曾申為費國季昭子季孫強家

臣，其後設教招收門徒。曾參三子曾華，字子美，仕齊，為大夫。

卜子夏傳曾申以《詩經》

卜子夏（公元前 507～420 年），姓卜名商，春秋時晉國人，孔子的學生，

“孔門十哲”之一。少時家貧，苦學而入仕，曾作過魯國太宰。卜子夏比曾

子大 2 歲，在孔門曾、卜兩人是同學，孔子去世守孝三年期間，兩人共

同筆錄孔子言行編整出《論語》。其後卜子夏返回晉國魏地受邀到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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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創辦學校。曾子 50 歲時到西河講學為期 10 年，並帶次子曾申向

卜子夏拜師學《詩經》。

卜子夏創造了章句教學之法，即在文章中加標點符號，並分章分

段分句講解。漢代以來，學者大多認為，儒家的經學最初主要是從子

夏一系傳授下來的，如東漢徐防說過：“《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

按：《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原本叫《詩》，共有

詩歌 305 首，因此又稱「詩三百」。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因此

稱為《詩經》。漢朝毛亨、毛萇曾注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

《詩經》中的詩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

是黃河流域及江漢流域。曾申於五經傳承，甚有關係。《毛詩》之學，

一說：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說：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現存的《毛詩》每篇都有一個題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

部分已不可考。

左丘明傳曾申以《春秋》

左丘明(公元前 556～451 年)為齊侯姜尚支孫，世居齊都營丘（今山東臨淄ㄗ

一帶），後為避禍，徙居楚國。其祖父倚相為楚國左史，知識淵博，剛正

不阿，直言善諫，被楚國譽為良吏國寶。

據史料，公元前 506 年，吳國伐楚，楚軍大敗，楚昭王出逃隨(曾)

國避難，楚國大亂。倚相為保護典籍，囊所籍，攜子孫，舉家離楚國，

輾轉入魯國，定居於肥邑都君莊(即今衡魚村)。為使子子孫孫不忘故土與先

人，遂以營丘之地名為姓，曰丘。不久，倚相為將其所藏典籍得到妥善

保存，流傳後世，遂將《楚史記》等轉交魯國。其子丘成也因通曉史事，

出任魯國太史。後丘明襲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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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博覽天文、地理、文學、歷史等大量古籍，學識淵博。任魯國

左史官，在任時盡職盡責，德才兼備，為時人所崇拜。左丘明與孔子生

活在同一時代，孔子與其同好惡，稱其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

尊敬的先儒、先賢。

孔子(公元前 551-479 年)逝世後，左丘

明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傳後世，又

不致其諸多弟子各按其意以致歪曲孔子

本意，遂作傳以釋經。這就是史稱的《左

傳》《左氏傳》或《春秋左氏傳》等。

《左傳》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

議論精闢的編年史。其以史事講解《春

秋》而著稱，並多記載了 17 年的歷史，

敘事更為詳細、完整、生動，具有極高

的史料價值和歷史文學價值。

吳起拜曾申為師

吳起（公元前 440～381 年），衛國左氏（今山東省定陶縣）人，戰國初期

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等的代表人物。吳起歷侍魯、魏、楚三

國，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內政、軍事上都有極高的成就。

後來吳起拜曾申為師，學習儒術。《經典序錄》說： “左丘明作傳

以授曾申。曾申傳衛人吳起。吳起傳其子吳期。吳期傳楚人鐸
ㄉ
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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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荀卿。” 則古文經學之《詩》與《春秋》，曾

申皆為重要傳人。

一天，吳起的母親病逝，他沒有回家奔喪，曾申惱怒吳起不孝，和

他斷絕了師生關係，吳起於是棄儒學兵，侍奉魯國國君。魯穆公(公元前

415～383)任命吳起為將，率軍大敗齊軍。

《春秋左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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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勝後的吳起引起魯國群臣的非議，有人在魯穆公面前中傷吳起

說：「吳起是個猜疑殘忍的人，早年殺死鄉人，又因為不孝被曾申逐出

師門，君上對他有所懷疑的時候他就殺死自己的妻子。況且魯國是個小

國，一旦有了戰勝國的名聲，就會招致各國的攻打。魯國和衛國是兄弟

國家，君上重用吳起，就等於拋棄了衛國。」魯穆公於是對吳起產生懷

疑，免去吳起的官職。

吳起離開魯國後，聽說魏文侯(公元前 403～397 年)很賢明，想去投奔魏

國。吳起擔任西河郡守期間，向子夏學習儒家思想，並改革魏國兵制，

創立武卒制。魏武候(公元前 396～371 年)聽信小人的饞言，吳起於是離開魏

國，投奔楚國。

公元前 382 年，吳起投奔楚國後，楚悼王(公元前 401～381 年)一向仰慕

吳起的才能，任命吳起為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一帶）太守，一年後

升任令尹。期間他曾兩次巡視至息縣（今河南省息縣），向哲學家屈宜臼詢

問在楚國的為臣之道，但屈宜臼對吳起將要在楚國進行的變法持堅決的

反對態度。擔任令尹後的吳起在楚國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經過

吳起變法後的楚國國力強大，公元前 381 年，楚國出兵援助趙國，大敗

魏軍。諸侯都畏懼楚國的強大，吳起的變法招致了楚國貴族的怨恨，也

為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

公元前 381 年，楚悼王去世，楚國貴族趁機發動兵變攻打吳起。貴族

們用箭射傷吳起，吳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屍的地方，將箭插在楚悼王

的屍體上，大喊：「群臣叛亂，謀害我王。」貴族們在射殺吳起的同時

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屍體。楚國的法律規定傷害國王的屍體屬於重罪，將

被誅滅三族。吳起的屍身也被處以車裂肢解之刑。吳起死後，楚國的變

法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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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國 時 代

春秋時代的重要諸侯，至戰國時代發生大變化。稱霸最久的晉

國，政權旁落六卿（韓氏、趙氏、魏氏、范氏、智氏、中行氏），相

互兼併。後來韓、趙、魏聯合瓜分晉國的土地和人民，而於公元前

403 年被周王室正式命為諸侯。齊國的政權則為大夫田和所篡，史稱

田齊，卻是新興的國家。這時春秋時代的舊國，如秦、楚等相繼革

新，燕國則崛起北方，也都是新興國家的面貌。於是形成韓、趙、

魏、齊、秦、楚、燕的號稱「戰國七雄」。

武城 3 派家譜

戰國初的武城族譜尺標為：武 3 派：前 410 西、中、耕、森、炳

武 3 派：曾西(公元前 444～369 年)，字子照，仕魯。曾西公從其父學《詩

經》，見卜子夏於魏，魏文侯聞其賢而想聘請為官，但曾西公婉拒不受

而離開，後世追封鎮江侯。武 3 派：曾中仕於魏，性正直，不甘媚人，為

魏文侯所器重。武 3 派：曾耕仕於滕，為大夫。武 3 派：曾森徙今陝西寶

雞之扶風為家。武 3 派：曾炳配王氏，生二子：城、塘。

武城 4~5 派家譜

戰國時期，鐵器開始出現與使用，而春秋時的井田制被取消。農業

進一步發展，各國人口增多，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加劇。諸侯國兼併土地

交戰，爭奪生存空間，代替了春秋時期政治上的霸權爭奪。這些發展也

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世襲的等級制度被瓦解，一些過去的貴族失去地

位，而另一些那個時候的平民通過經商或其他的機會致富，甚至成為政

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官僚制度也發生了變化。

戰國前期，約在魯元公時（公元前 436～416 年），三桓逐漸失勢，魯

穆公（公元前 415～383 年）以後，政權又回到國君手中。戰國前期魯國已

衰弱，仍多次與齊國作戰。這段期間的曾氏家譜尺標為：

武 4 派：前 380 曾欽等 10 戶／12 人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0%B5%E5%99%A8%E6%99%82%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A%95%E7%94%B0%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2%B4%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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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AD%AF%E7%A9%86%E5%85%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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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5 派：前 350 碍曾 等 17 戶／18 人

武 6 派：前 320 曾羡、曾美等 30 人

從族譜記載戶口及人丁統計顯示：武城 4～5 派的戶口倍增率 1.70

倍，表示曾氏家族生活條件良好，人丁興旺：

● 武城 4 派有 2 人仕楚，為大夫。

● 武城 5 派有 8 人仕楚，分別為大夫、地方縣官、司馬、關史、

郎中令等。

武城 5 派族人外遷有：長沙茶州、徐州、荊州、西和、扶風等。武城 5

～6 派添丁率 1.76 倍，人丁依然穩定成長。

按舊譜載，武城 4 派：曾輿仕楚為令尹，武城 5 派：曾道襲令尹，恐有

誤置。查楚武王時設置令尹，入則領政、出則統軍。直到楚國被秦國所

滅，令尹一直是楚國的最高官職，兼有中原諸侯國相、將的權力。令尹

一般都由楚王的親族出任，非王族擔任令尹的，可考證的只有楚文王時

的彭仲爽（申國平民），以及楚悼王時的吳起（魏國將軍）兩人而已。

戰國變法圖強

戰國七雄與春秋有所不同，春秋時代的國君大體都以諸侯自居，屬

於封建國家的性質；七雄則僭號稱王，各自以「天子」自居，有其中央

政府和行政體系，各自為獨立的國家。春秋時代的國際秩序，依賴霸主

維持，但自晉國分裂，田氏篡齊，使原有的封建秩序失去強有力的支持。

各國為本身的生存，唯有富國強兵為務，紛紛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戰爭

頻繁，規模龐大而慘烈。為了應付這些變化，各國無不銳意改革，採取

不同的變法，以求富國強兵：

(1) 魏國於三家分晉時所得土地最多。魏文侯(前 424～387 年) 繼位後，

師從卜子夏等儒家人物，招攬一大批人才。之後又啟用法家李悝

為相編寫《六法》，掌理農政，提倡盡地力，國內大治。又以吳起

兵法，一時富強，為各國之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9A%E6%AD%A6%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9A%E6%96%87%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4%BB%B2%E7%88%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3%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9A%E6%82%BC%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8%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D%90%E5%A4%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6%82%9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6%8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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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齊國於威王時(前 378～333 年)，以孫臏為師，整飭內部，任用賢能，

鼓勵臣下進諫，國家富強，稱霸於東方。

(3) 韓國位處四戰之地，國小民貧，但在昭侯時(前 351～337 年)，以申

不害為相，以「術」變法，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因而國治民強。

(4) 趙國為邊地國家，至趙武靈王時(前 325～295 年)，用相邦公仲連進

行改革，提倡尚武精神，下令國人胡服騎射，北略胡地，大拓疆

土。

(5) 燕國在七國中僻處東北，早期與中原各國殊少征戰，至燕昭王時(前

312～279 年)，發憤圖強，禮聘賢才，以樂毅為將，蔚為強國。

(6) 楚國在楚悼王時(前 401～381 年)，用自魏國來歸的吳起為令尹，實

行吳起變法，整肅內政，申令法令，削弱貴族，撫養戰士，自是

王室集權，大行軍國主義，國勢強盛。第二年楚悼王逝世，吳起

也被楚國貴族亂箭射死。

(7) 秦國在秦孝公時(前 361～338 年)，求賢商鞅，提出富強之術，主張

打破傳統，推行新政，頒變法之令：1)組織保甲，行連坐法；2)

提倡軍功，禁止私鬥；3)鼓勵耕織，獎勵生產；4)廢封建，改開阡

陌；5)改地方行政制度。此外，又統一度量衡，改革戎狄習俗，遷

都於咸陽等等。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家給人足，朝氣蓬勃，人民

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國勢蒸蒸日上。

武城 6~7 派家譜

武 5 派：曾碍官平海侯，為戰國前期宗聖公嫡裔，家魯國武城山左，

他派下二代生於各國變法圖強的時代，家譜參考尺標為：

武 6 派：前 320 曾羡、曾美

武 7 派：前 290 曾遐、曾議、曾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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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舊譜載：曾羡官徐州刺史；曾遐官陜郡太守，旋任揚州刺史；曾

倬官漢尚書令。官職恐有誤置，應酌予更正。因查中國歷代官制：

● 太 守： 秦時設郡守，漢景帝更名為太守，為一郡之最高長官，

除治民、進賢、決訟、檢奸外，還可自行任免所屬掾史。

● 刺 史：秦時始置，掌管一州的軍政大權。刺，檢舉不法；史，皇

帝所使。

● 尚書令：秦時始置，為尚書台首長，是直接對皇帝負責、掌管一

切政令的首腦。

武城 6～7 派尺標為前(320-290)±20 年，那時魯國尚未被楚所滅，曾氏

家族為官者，大都是仕楚。秦併滅六國統一天下，則是公元前 221 年的

事。

秦 統 一 天 下

秦國變法富強後，積極東侵，東方六國深受威脅。於是有東周人

蘇秦提倡東方六國聯合抗秦，號為「合縱」。但六國彼此利害不同，

秦人復加以挑撥，合縱僅能偶而出現，隨即瓦解。於是張儀提出「連

橫」之策，遊說六國分別與秦聯和，如此不但六國不能團結一致，

且可造成彼此的內訌。

秦昭王時代(前 306～251 年)，用遠交近攻之策，積極東侵。楚人被迫遷

都於陳，再遷壽春。公元前 256 年，秦昭王進兵攻周，周室遂亡；這年，

楚考烈王也進兵攻魯，魯國遂亡。秦王政 10 年(前 237 年) 罷免呂不韋後，

才開始親政，以李斯為相，採用威脅利誘手段，對六國君臣離間分化，

一面採取軍事行動，為時僅十年，便逐一併滅六國，於公元前 221 年統

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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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前 230 年秦滅韓國開始，到前 221 年齊投降秦軍，曾經稱雄數

百年的六國先後滅亡，他們的國土都列入統一的秦帝國。公元前 210 年

秦始皇去世時，秦朝首都在咸陽（今陝西咸陽市西北），境內先後設置大

約 48 個郡，各郡治所一般固定駐於一個屬縣的治所。每郡管轄數個或數

十個縣。

秦始皇得天下後，重要措施有：1)中央集權，地方分設郡縣；2)統一

法度與文字；3)開闢交通與修築長城；4)消除反側與箝制思想，而「焚書

坑儒」。秦帝國的措施，在歷史上固然有深遠的影響，但立國僅 15 年即

告覆亡，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實行暴政，使天下人心大失所望，六國遺民

無不隨時待機而起，圖謀復國，六國名號一一出現。公元前 206 年，秦

終於滅亡。

秦併滅六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隨著疆域的擴展，秦國不斷吸收或強

制遷他國的人口，同時也將本國的人口大量遷入新占領地區，以鞏固自

己的統治地位。

魯國武城曾家平安

戰國末年，楚受秦進逼而東遷，對魯國的攻伐隨之加劇。公元前 256

年，魯國被楚國併滅。曾氏家居魯國武城，距離秦伐楚的最後主戰場壽

春（今安徽壽縣），還隔五、六百里路，因而曾氏家族得保平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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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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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3.21 戰國形勢與曾家仕官圖

公元前(440 → 320)±20 年

5 派 碍曾 官平海侯

4 派曾輿仕楚為大夫 4 派曾颺仕楚中大夫

5 派曾道仕楚大夫，衍荊州 5 派曾詞楚函榖關史

5 派曾區仕楚

5 派曾宜楚徐州司馬

5 派曾莊仕楚大夫

5 派曾芬楚長沙茶州

2 派曾元仕魯 3 派曾西仕魯

3 派曾中仕魏2 派曾華仕齊

3 派曾耕仕膝

3 派曾森家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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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3.21 春秋戰國曾氏家譜

武城(1 → 6)派，公元前(470 → 320)±20 年，家魯國武城山左

魯哀公、悼公 接譜表 3.10 ；會訊 29-31 頁，平和譜 214-222 頁

武城開派：前 470 曾 參 前(505-435) 公羊氏，子輿，性至孝，師事孔子，得一貫之傳。

年七十，道愈該洽，多著書，得其傳者惟子思。
魯悼公

武城 2 派：前 440 曾 元 曾 申 曾 華

春秋末期 戰 國 前 期 戰國變法時代

魯悼公

武 2 派：前 440

魯元公

武 3 派：前 410

魯穆公 魯共公、康公 魯景公、平公

武 4 派：前 380 武 5 派：前 350 武 6 派：前 320 年

曾 元

高陽氏、侯氏

子元，仕魯

。

曾 西

前(444-369)

左氏，子照

仕魯

 曾 欽    曾 碍   曾羡、曾美 

子敬 曾 莊 曾善、曾義、曾姜

殼梁氏、周氏 曾 筐 曾 羲 譜表 3.22

曾 鐸 曾 相 曾 吳

子教 顏氏，官郎中令

曾 錫 曾 芬 曾江、曾淮、曾漢

木端氏 曾 芳 曾 杏

曾 中

顏氏，仕于魏

性正直，不媚人

為文侯斯所重

曾 星 曾 宴 曾 林

公羊氏 曾 宜 曾遠、曾持、曾任

曾 晟 曾 區 曾俟、曾平、曾城

公羊氏 曾 赤 曾鼐、曾鼎

曾 申

顏氏，子西

卜子夏傳之以詩

左邱明傳之

以春秋

曾 耕

閔氏

仕膝，為大夫

曾 軒、曾 連 閔氏，衍于西和

曾 輿 曾 道 曾和、曾秩

仕楚為大夫，卜氏 衍于荊州

曾 森

閔氏，家扶風

曾 放 曾 城 曾執、曾亭

端木氏 曾 桭

曾 颺 曾 詞 曾 撰

游氏，楚中大夫 曾 高 曾 湖

曾 華

上官氏，子美

仕齊，為大夫

曾 炳

王氏

曾 城 卜氏 曾 鈐 曾 江

曾 鏡 曾 池

曾 塘 曾 鉅 曾淮、曾海

3 戶／3 丁 5戶／5 丁 10 戶／12 丁 17 戶／18 丁 30 丁

春

秋

末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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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32. 秦統一與曾家仕官圖

公元前(350 → 180)±20 年

7 派曾遐仕楚于揚州

6 派曾羡仕楚于徐州

7 派曾倬仕楚尚書 8 派曾慎官建安太守

9 派曾惠官泗洲別駕

8 派曾盈東陽太子太傅

旋為撫州長史

8 派曾煒仕漢尚書

5 派 碍曾 官平海侯

9 派曾樂官山陰縣令

加封都鄉侯

9 派曾江徙長沙茶州

9 派曾僑官太子東宮使

10 派曾況官徐州太守

10 派曾基官青州刺史

衍袁州

10 派曾扶徙荊州衍廣東

10 派曾太衍襄陽

10 派曾游官御史大夫

家豫章

10 派曾浼官上穀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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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3.22 秦漢曾氏家譜 (續：曾碍房)

武城(5 → 11)派，公元前(350 → 150)±20 年代，家魯國武城山左

魯共公、康公 接譜表 3.21 ；會訊 31-32 頁，平和譜 222-227 頁

武 5 派：前 350 曾 碍 卜氏、歐陽氏，字若，官平海侯

魯景公、平公

武 6 派：前 310 曾 羡 繆氏，學余 曾 美 由氏，伸名

楚官于徐州

魯文公、頃公

武 7 派：前 280 曾 遐 曾 議 曾 倬

戰國變法時代 秦併滅六國統一 西 漢 初 西漢盛世

魯文公、頃公

武 7 派：前 280

楚考烈王、秦王

武 8 派：前 240

秦始皇、漢高祖

武 9 派：前 210

漢呂后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武 10 派：前 180 武 11 派：前 150 年

曾 遐

子盛，言氏

楚官于揚州

曾 煒

前(274-189)

子美，郯氏

官漢尚書令

曾 樂

訓韶，周氏

官山陰縣令

有功加封都鄉侯

曾 浼 曾旃、曾光

伏氏，官上穀太尉 譜表 3.31

曾 況 曾 福

顏氏，官徐州太守

曾 盈

仲美，周氏

官東陽太子太傅

旋為撫州長史

曾 宇

顏氏

曾 僑

官漢太子東官使

卜氏

曾 容

端木氏

曾 基 曾萬、曾艾

閔氏，官青州刺史，衍袁州

曾 貝 曾 於

曾 杞 曾介、曾直

伍氏

曾 扶 徙荊州，衍廣東

顏氏，

曾 議

友直

陳氏

曾 慎

官建安太守

曾 行

曾 家

曾 惠

官泗洲別駕

曾 太 衍襄陽

曾 游 官御史大夫，家豫章

曾 柳 曾 念

曾 倬

前 294 生，仲漢

楚官尚書，游氏

曾 待

仲恭，言氏

曾 江

卜氏，徙茶州

曾 桂 衍茶州

5 戶／5 丁 7 戶／7 丁 6戶／10 丁 9 丁

戰

國

變

法

時

代


	譜表3.22  秦漢曾氏家譜 (續：曾碍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