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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新奔

武城 5→10→16 派

公元（前 350→後 10)±20 年

家山東魯國武城山左

滅亡後，經過四年的楚漢之爭，漢勝楚敗，劉邦稱帝，

國號漢，是為漢高祖。公元前 202 年，劉邦稱帝後，

有鑑於國家凋敝荒涼，經濟蕭條，國力虛弱，遂採取

道家「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理念治理國家。漢帝採取郡縣

和封國並存的「郡國制」，其重要措施有：1)定都長安；2)制定

朝儀，確立天子的威嚴；3)翦除異姓諸侯，並規定「非劉氏而王

者，天下共擊之」。

公元前 195 年，漢高祖在討伐異姓諸侯王叛亂時受傷，不治身亡。惠

帝即位，生性仁厚懦弱，大權操之呂后。她打破非劉氏不得稱王的約束，

大封呂氏子弟為王為侯，掌握軍政大權。及呂后過世，宗室與功臣合作

誅殺除滅諸呂，立高祖的庶子即位，是為漢文帝(公元前 180～157 年)。

他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減輕人民負擔，減

輕刑罰，國家穩定發展，國力日益增強。

武城 8~10 派仕官家譜 譜表 3.30、史地 3.30

曾家在魯國武城以開辦學堂為業，派下子孫受儒家教養，在中央朝

廷或地方縣郡任職，甚受器重。從秦亡到漢初期間，武 5 派：曾碍房系的

家戶成長及出仕為官者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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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8 派：前 240 曾煒等 5 戶／5 丁

武 9 派：前 210 曾樂等 7 戶／7 丁

武 10 派：前 180 曾浼等 6 戶／10 丁

武 8 派：曾煒 仕漢尚書

武 8 派：曾盈 東陽太子太傅，撫州長史

武 8 派：曾慎 官建安太守

武 9 派：曾惠 官泗洲別駕

武 9 派：曾樂 官山陰縣令，加封都鄉侯

武 9 派：曾江 徙長沙茶州

武 9 派：曾僑 官太子東宮使

武 10 派：曾浼 官上穀太尉

武 10 派：曾況 官徐州太守

武 10 派：曾游 官御史大夫，衍豫章

武 10 派：曾基 官青州刺史，衍袁州

武 10 派：曾扶 徙荊州衍廣東

武 10 派：曾太 衍襄陽

中國西漢時的官制解釋：

● 太子太傅：商、周兩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為太子的師傅。

漢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東漢秩中二千石，太子對

其執弟子之禮。三國因置。

● 尚 書： 尚就是執掌的意思。秦漢時，尚書只是少府的屬官，

掌管殿內文書，地位很低。漢武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

分曹治事，因在皇帝周圍辦事，地位逐漸重要。

● 縣令長： 春秋戰國時始置，一縣的行政長官，人口在萬戶以下

的縣長官稱為令，萬戶以上的稱為長。縣令長的佐官有掌

管軍事、治安的縣尉，和掌管文書、倉獄的縣丞，一般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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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有丞、尉各一人，大縣有尉兩人或更多。

● 別 駕： 刺史的佐吏，刺史以巡行視察為職，別駕則另乘傳

車，輔助刺史出巡，故稱別駕。

● 鄉 侯： 漢制，列侯，所食縣為侯國。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

亭。東漢後期，增設縣侯、鄉侯、亭侯等爵位。

● 監農御史：為御史中丞的屬官。秦置御史大夫，漢因之。有兩丞，

一曰中丞。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御史中丞遂成御史台的

長官。御史台屬下有名目不同的御史，分掌各事。監農御

史為其中之一。三國吳有置，魏蜀未見。

● 太 尉： 同大司馬。曹丕即位後任賈詡為太尉。

西 漢 盛 世

由於長期戰亂，民生凋敝，黃老無為思想，正適合時代的需要。

文帝繼位，仍崇尚黃老治術，為政在寬厚，以身守法，減免田稅，

廢除肉刑。其子景帝，雖崇尚名法，但仍能節儉自持，國力更為富

足，史稱「文景之治」的三十八年(公元前 179～141 年)。漢武帝（公元

前 140～87 年）即位時，由於長期休養生息，社會富庶，府庫充裕，

政治上中央集權也已完成，他乃一改過去黃老無為作風，對內改革

制度，對外大拓疆土，他的積極作為，開創了西漢空前的盛世。

漢 武 帝

漢武帝的許多重要措施，列舉如下：1) 建年號，改正朔，啟用現在

的陰曆；2)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太學，增置五經博士；3) 財政的

變革：統一貨幣，將鹽、鐵、酒收歸政府公賣。

至昭帝時代，大體以與民休息為施政依據，對外與匈奴避免戰爭；對

內重視民生疾苦，並詔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拔擢人才。昭帝之後

為宣帝，勵精圖治，地方官史的任用也慎加選擇，因此循吏輩出，又減

免賦稅，以濟貧窮。史稱「昭宣之治」的三十七年(公元前 86～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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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 11~14 派仕官家譜 譜表 3.30、史地 3.30

武城 10 派：曾浼官上穀太尉，為西漢初宗聖公嫡裔，家魯國武城山左，

他派下三代生於西漢盛世時代，西漢朝廷為官者及族譜參考尺標：

武 11 派：前 150 曾旃、曾光

武 12 派：前 120 曾嘉、曾壽

武 13 派：前 90 曾寶、曾項、曾弁

武 14 派：前 50 曾琰等 5 戶／6 人

武 11 派：曾旃 西漢中壘校尉，旋任河北冀州太守

武 12 派：曾嘉 官浙江安縣主簿

武 12 派：曾壽 官江西臨川長史

武 13 派：曾弁 官江西柳州丞

武 13 派：曾寶 福建威武太守，車騎侍郎

武 13 派：曾頊 車騎侍郎，徙陝西扶風

武 14 派：曾琰 官提學副史

武 14 派：曾璜 官司業大將軍

武 14 派：曾環 官河南穎川太守，後衍河內

武 14 派：曾玉 官御史大夫，旋任冀州太守，因家焉

武 14 派：曾淐 漢文學博士

武 14 派：曾方 河南尹

漢代新增官職解釋如下：

● 校 尉：校尉在將軍和中郎將之下。

● 主 簿：漢始置，掌管文書簿冊，司空、丞相府及刺史的佐官中

都設有主簿。

● 長 史：秦時始置，西漢時丞相下有兩長史，其職務相當於秘書

長，即最高國務機關中事務主管。將軍幕府中亦有長史，

為幕僚之長；可分令部隊出戰的稱為將兵長史。東漢的

太尉、司空、司徒三公府亦設長史，職任頗重。三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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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改。

● 尚書郎：尚書台內負責起草文書的官員。東漢選孝廉中有才能者

入尚書台，滿一年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 車騎將軍：漢制，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金印紫綬，地位相

當於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師兵衛，掌宮衛。

● 車騎侍郎：指車騎將軍內負責文書工作的侍郎。

● 丞： 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官名。丞，通「承」、有輔佐的意思。

官職中帶丞字的為次官或更低級的輔佐官。

● 大將軍：戰國時始置，是將軍的最高封號，東漢時多由貴戚充任。

具體名號有建威大將軍、驃騎大將軍、中軍大將軍、鎮

東大將軍、撫軍大將軍等等，除驃騎大將軍之位稍低於

三公之外，其餘均在三公之上。

● 提學副使：官至戶部尚書，因為文學理念相近，加上同時尊崇復

古文風。

● 文學博士：漢設立太學，置博士。

● 河南尹：東漢時期官職。東漢建都於河南郡洛陽縣，為提高河

南郡的地位，其長官不稱太守而稱尹，掌管洛陽附近

的二十一縣。

古代正統儒學思想

儒家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最初指的是冠、

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漢代起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

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

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 551～-479 年)創立，經曾子→子思的傳

承，到戰國時代孟子(前 372～289 年) 建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和繼承

夏、商、周三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baike.baidu.com/view/20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2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2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1.htm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3032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aR?a??
http://zh.wikipedia.org/wiki/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a±?a?￡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30321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81&action=edit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30321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3032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a?￥c§?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a�?a?3aR?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230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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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派的創始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

一變 “學在官府” 而為 “有教無類”。經由曾子、子思、孟子等相繼開辦

學堂，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而逐步儒

化全社會。在漢武帝之前的古早時代，都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家的為官仕徒，都不被當朝者接納。秦始

皇(前 260～210 年)焚書坑儒之後，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

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新儒家思想的形成

歷史發展到漢武帝(公元前 140～872 年)時期，封建國家強盛，給封建

統治的穩定，創立了一個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

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才隨之有了還原生機的條件。董仲舒乃提出 “春

秋大一統” 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

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

想，研究《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才成為了顯

學。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

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儒學五經博士

漢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武帝設定 “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

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 “抑黜百家，

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武帝下詔批准董仲舒建議，在

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

體內容。漢武帝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

選拔擔任重要職務，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

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

來，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

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古早文化的基本範式。



第 3.3 節：西漢武城曾氏仕官家譜 3.47

表 3.30 儒家孔孟傳承譜系

公元前(550→300)年代

傳 承 譜 系 生平摘要 代表作品

春

秋

末

期

 三十歲起在魯國從

事教育事業。

 三千弟子人。

 帶領眾弟子周遊列

國，均未獲重用。

● 思想家、哲學家。

● 教育家。

● 儒家創始人。

● 史書《春秋》。

 38 歲設教魯國武城。

 出國為官意見不

合，抱負難實現。

 繼續設教，講學。

● 吾日三省吾身。

● 慎終追遠

● 忠恕之道。

● 《論語》。

● 《大學、孝經》。

 上承曾子中庸之學。

 下開孟子心性之論。

● 著《中庸》、

● 發揮中庸思想。

● 儒家誠道德觀。

● 天道與人道合
戰

國

時

代

 帶領門徒遊說各

國，不被當時各國

所接受。

 退隱與弟子著述。

● 著《孟子》。

● 人生哲學性善。

● 政治哲學仁政、

● 王道、民本思想。

亞聖
孟子

前(372～289)

述聖 子思
前(483–402)

子思門人

孔子
前(551–479)

至聖

顏子
前(521– 481)

復聖

宗聖 曾子
前(50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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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漢 末 葉 衰 亡

漢元帝(公元前 48～33 年) 即位後，西漢步入衰運，宦官開始典掌

機要，豪強大地主兼併之風盛行，國家吏治開始敗壞，中央集權逐

漸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後來的漢成帝(前 33 年～公元 7 年) 更

沉迷女色，宦官廣結黨羽，把持朝政，外戚王氏的權力愈來愈大，

自王太后的親戚王鳳以來，全由王氏子姪出任大司馬大將軍，王氏

在朝廷的勢力日漸鞏固。

王 莽

王莽 (公元前 45～公元 23 年) 為成帝太后王政君之侄，其父早死，孤

貧清苦，自幼在宮中養育。當時王氏子弟多驕奢淫逸，獨王莽恭儉有禮，

謙恭好學，深受賞識。成帝時，王莽 29 歲受封為新都侯，38 歲出任大司

馬。王莽執政後，選賢任能，勤於政事，對屬下廣施恩惠，而自奉儉約，

他的爵位越高，愈是謙虛，深受朝野推重。漢成帝死後，成帝皇后聯同

太子合力排擠王氏。太子即位是為漢哀帝(公元前 6～公元元年)，免去王莽

職務。結果王莽回到新野新鄉封國，反能利用機會修德養望，博得許多

時譽。

武城 15~16 派仕官家譜 譜表 3.31，史地 3.30

曾浼房系傳到西漢末葉的房系，在朝廷為官，及新增官職計有：

武 15 派：前 10±曾據等 10 戶／12 人

武 16 派：20 曾闡等 25 人

武 15 派：曾據 官河北冀州御史、諫議大夫，有功封都鄉侯，

西漢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 8 年)加封關內侯。

武 15 派：曾萬 湖南長沙令

武 15 派：曾倜 大司馬

武 15 派：曾援 官都鄉侯

武 15 派：曾儀 大司馬

武 15 派：曾杰 大司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85%83%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88%9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87%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88%9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93%8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87%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87%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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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諫議大夫：秦時郎中令屬官有大夫，掌議論、顧問、應對。漢武

帝置諫大夫，東漢時改稱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

● 都鄉侯：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

亭侯、鄉侯、縣侯都是列侯，沒有高低之分，只有租稅收

入的差別。

● 關內侯：秦置。爵第十九級，位次於列侯。有其號，無國邑。

● 長沙令：長沙縣令。

● 大司馬：漢武帝（劉徹）廢太尉設大司馬，光武帝（劉秀）又廢

大司馬為太尉，故大司馬即太尉，為掌管軍政和軍賦的最

高官職，即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東漢時與司徒、司空並稱

三公。

王莽篡漢 曾據挈族南遷

漢哀帝崩（公元前 1 年），年僅九歲的平帝立，太皇太后王氏權力再

起，王莽受詔輔政，以大司馬將軍總攬朝政。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

太后臨朝稱制，王莽的爵位及權力逐漸上升，到元始四年（公元 4 年），

到達「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並刻「宰衡太傅大司馬

印」，手握重柄，權傾朝野。

王莽獲得了相當的權力後，便逐步開始實行改制，同時進一步鞏固

自己的權力。他利用機會收買人心，籠絡學者，士子上書歌功頌德者數

十萬人。王莽見時機成熟，便弒平帝，立孺子嬰為帝，攝政稱「假皇帝」。

過三年（公元 8 年），受禪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改元始建國元年

（公元 9 年），西漢結束。

王莽篡漢

王莽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篡位作皇帝的先河。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

有他的政治理念，並開始進行一個驚天動地的全面改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93%80%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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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

● 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

● 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

● 耕地重新分配。

● 廢止奴隸制度。

● 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

● 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此外，王莽外交政策極為不當。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

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

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于之印璽，改授予新匈奴單于之章；甚至將匈奴單

于改為降奴服于，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國因此拒絕臣服新朝，造成邊

境戰爭不絕。

曾據挈族南遷江西廬陵

武城 15 派曾據對王莽舉動認為是大逆不孝，不事其官職而得罪於當

朝，于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引家挈族二千餘人，全部遷徙江南，居江

西廬陵吉陽鄉。至此山東武城曾氏幾乎無人居住。江西廬陵則成為曾氏

旺族中心，也是曾氏第二發脈地。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7%94%B0%E5%88%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5%E7%94%B0%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9%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5%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4%E9%9A%B6%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9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7%A6%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9%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9%BA%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88%E5%A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B%E5%8F%A5%E4%B8%BD%E4%B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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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3.30 西漢武城曾家仕官就業、摮族南遷

(公元前 180 → 公元 10)±20 年

15 派曾據：挈族南遷

江西廬陵

魯國武城

10 派曾浼官上穀太尉

11 派曾旃ㄉ
ㄢ西漢中壘校尉

旋任冀州太守

12 派曾嘉官安縣主簿

12 派曾壽官臨川長史

13 派曾寶官威武太守

車騎侍郎

13 派曾頊車騎侍郎，徙扶風13 派曾弁官漢柳州丞

14 派曾琰官提學副史

14 派曾璜官司業大將軍

14 派曾環官穎川太守

14 派曾玉官御史大夫

14 派曾淐文學博士

14 派曾方河南尹

15 派曾萬長沙令

15 派曾據官都鄉侯

加封關內侯，挈族南遷盧陵

15 派曾援官都鄉侯

15 派曾儀、曾杰大司馬15 派曾倜大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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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 3.31 西漢武城曾氏家譜 (續：曾浼房系)

武城(10 → 16)派，家魯國武城山左

漢呂后文景之治 譜表 3.22 ；會訊 32-33 頁，平和譜 227-232 頁

武 10 派：前 180 曾 浼 伏氏，官上穀太尉

文景之治、漢武帝

武 11 派：前 150 曾 旃ㄉ
ㄢ 伸勸，鄢氏 曾 光

仕西漢為中壘校尉，旋任冀州太守

武 12 派：前 120 曾 嘉 曾 壽

西 漢 盛 世 西漢衰亡 新朝 東 漢 初

漢武帝

武 12 派：前 120

武帝、昭宣之治

武 13 派：前 90

昭宣之治、元帝

武 14 派：前 50

漢成帝、王莽 挈族南遷

武 15 派：前 20 武 16 派：10±20 年

曾 嘉

鄭氏、歐陽氏

官任安縣主簿

曾 寶

惟善

歐陽氏、王氏

官武威太守

車騎侍郎

曾 琰

鄔氏

官提學副使

曾 據 曾闡、曾瑒

前 43-35，官都鄉侯，加封關內侯

曾 援 曾瓊、曾琪、曾理

都鄉侯 譜表 4.10

曾 璜 卜氏

官司業大將軍

與匈奴戰

敗不屈而戰死

曾 璟

官穎川太守

後衍河內

曾 蓼 曾 鴻

曾 儀 曾尚、曾棠

官大司馬

曾 仁 曾俌、曾浴

曾 甫

曾 杰 曾虔、曾守、曾臨

官大司馬 曾邵、曾幹

曾 頊

子美

車騎侍郎

徙扶風

曾 玉

官御史大夫

旋任冀州，因家焉

曾 淐

漢文學博士

曾 岌 曾聞、曾閏

曾 倜 曾潤、曾潔

官大司馬

曾 繩 曾安、曾寧

曾 壽

官漢臨川長史

曾 弁

王氏

官漢柳州丞

曾 方

羅氏

官河南尹

曾 萬 曾翠、曾晃

長沙令 曾宴、曾幣

曾 平

2 戶／2 丁 3戶／3丁 5 戶／6 丁 10 戶／12 丁 25 丁

西

漢

盛

世


	儒家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漢代起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551～-479年)創立，經曾子→子思的傳承，到戰國時代孟子(前372～289年) 建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和繼承夏、商、周三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儒家學派的創始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 “學在官府” 而為 “有教無類”。經由曾子、子思、孟子等相繼開辦學堂，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而逐步儒化全社會。在漢武帝之前的古早時代，都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儒家的為官仕徒，都不被當朝者接納。秦始皇(前260～210年)焚書坑儒之後，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