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節：15 曾據挈族南遷江西盧陵 3.53

西漢→新朝→東漢

武城((15 → 16)派

公元（前 10 → 30)±20 年

魯國武城 →南遷豫章盧陵之吉陽

朝首開中國歷史上透過篡位作皇帝的先河，傳統史觀相對

於通過戰爭革命取得政權，反而較鄙棄篡位移轉政權的方

式，王莽此後一直以被中國歷代史家形容為偽君子而著

名。整個新朝僅王莽一人當朝，最後被漢朝宗室劉秀建立的東漢取

代。中國古代史家對於新朝的評價幾乎都是負面的，尤其是《漢書》

視王莽為逆臣賊子。

當儒學已成為古早正統思想的時代下，尤其是身為儒家代表之一

的曾據家族，更是無法接受王莽要求共事的罪行，於是決定挈族南

遷移民江西盧陵之吉陽，否則是會被新朝王莽抄家滅族的。

曾據恥事新莽

舊譜記載：15 派曾據生於西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 42 年) 正月初七

日，配陳氏，繼娶劉氏，劉氏為漢宗室。官河北冀州御史、諫議大夫。

生子二：闡、瑒。西漢平帝封都鄉侯。為官清廉，遵循宗聖學說，嚴以

律己，剛正不阿。 曾據比王莽年輕 3 歲，都是恭儉有禮，謙恭好學的博

學之士。王莽只因朝廷有王家人把持，而於 29 歲受封為新都侯；曾據則

因冀州刺史及諫議大夫，有功而於 34 歲加封關內侯。可見，曾據與王莽

二人當初都受到西漢朝廷重視，且都是儒家學派巨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7%A7%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C%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8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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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哀帝死亡（公元前 1 年），年僅九

歲的平帝立，外戚王氏權力再起，

王莽受詔輔政，以大司馬將軍總攬

朝政，因功受封為「安漢公」。他

利用機會收買人心，籠絡學者、士

子上書歌功頌德。王莽見時機成

熟，便弒平帝，立年僅二歲的孺子

嬰為帝，自己攝政稱「假皇帝」。

過了三年，受禪即天子位，改國號

為「新」。

王莽這一連串舉動陰謀，看在曾據眼裡是大逆不道，如與之共事官職

「是可恥的」。曾據恥事新莽還有下列原因：

 王莽違背儒家思想，是偽君子、逆臣賊子。

 王莽的政經改革，牽涉問題極廣，卻沒有詳密計畫步驟，以

致諸多失當，人民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王莽降低「四夷」君王地位引來相繼寇邊，內亂就乘時而起。

挈族渡江南遷的計劃規模

當時，恥事新莽，違抗帝皇指令，是會被誅滅九族的。曾據決定挈族

南遷是一件為宗族生存的大移民，必需經過慎密規劃才可採取的移民行

動。當時的江西盧陵屬揚州刺史部的豫章郡，位於江西鄱陽湖注入水系

的贛水中游。直到西漢末年，盧陵還是一塊蠻荒處女地，以它為中心的

100 公里內，有豫章、撫州及臨川三地。盧陵東側約 180 公里為福建的建

安郡，向西約 120 公里為湖南的長沙郡。

關內侯武城 15 派：前 10 曾據公像

公元(前 42～後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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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到安全新地開墾：

曾氏自武城開派以來，家居山東魯國武城 450 年，傳 15 世代，需在長

江以南要找一個安全開墾的新地。據武城史料，歷代曾氏先祖奉派到江

南為官者，至少有 7 人到過福建、江西、湖南、廣西等地。在江西的撫

州、南昌、臨川，先後就有三人任職，對那裡的地理環境有相當認識，

因而決定遷移到江西盧陵。

曾氏歷代江南仕官

祖先諱名 仕 官 職 今 地 名

8 派曾慎 建安太守 福建建安

8 派曾盈
東陽太子太傅

旋為撫州長史
江西撫州

9 派曾江 徙長沙茶州 湖南長沙

10 派曾游 御史大夫家豫章 江西南昌

12 派曾壽 臨川長史 江西臨川

13 派曾弁 漢柳州丞 廣西柳州

15 派曾萬 長沙令 湖南長沙

(1) 移民族人規模推估：

從譜表 3.30 的武城 10 派：前 180 曾浼房系，算出 15 派家戶數：15 派結

婚成家 10 戶/12 丁，共養育 16 派的 25 丁，可算出夫婦 24 人、子女 50

人，合計移民 74 人。

向上溯源到譜表 3.22 的武城 5 派：前 350 曾碍房系，傳到 10 派曾浼時，

有胞兄弟 10 戶，其中 4 戶遷徙荊州、襄陽、豫章、茶州等地；剩下 6 戶

後裔留居武城，也即 60%留居魯國武城老家。

再溯源到譜表 3.21 的武城 1 派：前 470 曾子，傳到 5 派曾碍時有胞兄弟

17 戶，共生子 30 丁。傳到 15 派僅 40%留居魯國武城，估算：

 移民家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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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0% } {6* 60%} {10 戶} = 約 250 戶

 移民族人總數：

{17* 40%} {6* 60%} {74 人} = 約 1,800 人

(2) 運輸裝備及隨從推估：

如以武城 10 派曾浼房系 10 戶的 74 人移民隊伍估算，至少需牛車 5

輛，騎馬 8 匹的運輸裝備。推估曾氏 250 個家戶的 1,800 人移民大隊，約

需牛車 120 輛，騎馬 200 匹的運輸大隊裝備。曾氏當時屬於達官世家，

如以 12%～15%估算隨從及僕人，總數達 200～300 家佣的規模。

(3)渡江移民線路推算：

 起點： 魯國武城，北緯 35°30’東徑 117°40’

 終點： 揚州盧陵，北緯 26°40’東徑 114°50’

 直線距離：約 1,200 公里

 地表線路：約 1,500～1,800 公里

曾據挈族渡江南遷規模估算表

尺標
武城 5 派

前 350 年

武城 10 派

前 180 年

武城 15 派

前 20 年

武城 16 派

10 年
合 計 備 註

家譜

樣本

曾碍房祖

1 戶

1 丁

曾

浼
房

系

家 族
10 戶/丁

夫婦 24 人

子 25 人

子女 50 人
74 人

保守

估計交通

指揮

司馬 2 人

縣令 1 人

家佣

12～15%

牛車 5 輛

騎馬 8 匹

宗族

統計

17 戶

18 丁

40%留居

魯國武城

6 戶/10 丁

60%留居武城

約 250 戶

夫婦 600 人

青少年

1,200 人
1,800 人

保守

估計200～300 家佣

交通運輸

指揮體系

司馬級 20 人

縣令級 10 人

牛車 120 輛

騎馬 200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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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織移民隊伍：

在譜表 36 的曾浼房系查出，武城 15 派宗族 12 人中，就有都鄉侯 2

人、大司馬 3 人，縣令 1 人，顯示曾氏在朝為官比例甚高，具備統御領

導指揮能力。整個移民隊伍當可推出司馬級 20 人，縣令級 10 人，組成

移民隊伍：

 總 指 揮：15 派曾據，年 53 歲

 曾氏宗族：約 1,800 人

 隨從僕人：約 200～300 家佣

 牛車約 120 輛； 騎馬約 200 匹

 搬 運： 糧食、生財器具、傢俱等

(5) 南遷隊伍分段行進： 史地 3.41-42

曾據挈族南遷盧陵吉陽路線，從魯國武城到江西揚州盧陵，地表線路

1,500～1,800 公里。堆估行經線路：

第一段：牛車步行約 700～800 公里

魯國武城→東海郡→彭城國→江蘇廣陵郡→

廣陵揚州（今南京）集合

第二段：長江船舟約 500～600 公里

廣陵揚州→長江逆水→鄱陽湖→江西豫章郡（南昌）

第三段：贛江船舟約 180～200 公里

豫章郡（南昌）→贛江逆水→盧陵

第四段：牛車步行約 20～30 公里

盧陵上岸→吉陽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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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3.41 挈族南遷終點：漢代豫章郡之盧陵吉水

舊譜記載，曾據於始建國庚午年（公元 10 年）十一月十一日挈族二千

餘人南遷，家豫章盧陵之吉陽鄉，卒葬吉水仁壽鄉。以此推算，從廣陵

揚州搭船，沿長江逆水而上，進入鄱陽湖的豫章郡（今南昌），再沿贛江

（古稱豫章江）逆水到達盧陵（今吉安），全程約 700～800 公里，如以

每日航行 20 公里推算，需約 40 多天，抵達盧陵上岸後，再向東行走約

20～30 公里，就是族譜記載的「吉陽鄉」，時間來到新年春節了。

約 230 公里

116°

26°
26°

28°
28°

豫章

盧陵

吉水

贛縣

116°

約 4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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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之盧陵沿革

史地 3.41-42

古代的盧陵，位於今江西省中西部，贛江中游，治所在今天的吉安。

春秋時期吉安屬“吳”；戰國時期吉安屬“楚”，故有“吳頭楚尾”之

稱。史料記載，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滅楚，明年置盧陵、安平、新淦

三縣，屬九江郡。“盧陵”由此浮出歷史的水面，至今已有 2,200 多年的

歷史。

楚漢之際，釐九江置豫章郡，治南昌縣（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市區），

屬淮南國的衡山、九江、盧江、豫章等四郡之一。西漢豫章郡隸屬揚州

刺史部。豫章一作豫樟，本為大木之名，豫者枕木也；章者樟木也，豫

章即古代盛產枕木樟木之地。

史地圖 34 為漢代豫章郡地圖，南北約 400 公里，東西約 230 公里，

總面積要比今天台灣還大些。漢平帝平始二年（公元 2 年），豫章郡領盧陵

等十六縣及二侯國。曾據挈族移民落腳在盧陵縣之地，取名為「吉陽」，

當時漢代地圖的新地名。

盧陵縣以丘陵山地為主、平原水面為次，號稱“七山半水兩分田，半

分道路和莊園”。贛江貫穿南北，從泰和到吉水的“泰和盆地”為紅壤，

適合開墾農田。南遷曾氏移民，便在這裡篳路籃縷，以啟山林，含辛茹

苦，耕漁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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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

盧陵

史地 3.42. 挈族渡江南遷盧陵吉陽路線

長江船隻行約 500～600 公里

贛江船隻行約 150～200 公里

新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11 月 11 日起程

約兩個月抵達盧陵吉陽

30°

118°116°

30°

32°

28°
28°

32°

吉陽

魯國武城剄江蘇廣陵

步行約 700～8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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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淵源故事，分三段編撰：(1)鄫國

世子奔魯去邑為曾，從魯國大夫逐漸變成沒落的貴

族；(2)宗聖曾子孝敬父母、為人處事、求學過程、著

作論文等；(3)南遷始祖曾據恥事新葬，挈族南遷的故事。

世子去邑為曾的故事

春秋末期鄫國世子巫奔魯，「去邑為曾」，因魯襄公為世子巫的母舅

關係，曾 1 世：前 580 曾巫乃成為魯國大夫。曾 2 世：前 560 曾夭，降為季孫氏

的家宰，曾 3 世：前 530 曾阜，再降為叔孫氏的家臣。到曾 4 世：前 500 曾點時，

因魯三桓瓜分魯國公室的土地、軍隊及人口，需靠耕作謀生。曾氏三代

為魯國大夫，到第四代的曾點變成沒落的貴族。

宗聖公曾子的故事

《曾子傳說故事年表》摘自汪林搜集整理的《孔子弟子的故事》，加

註年代及歲數。主要故事有：

 曾子母親心連心、孝敬父母；

 曾子 16 歲拜孔子為師，27 歲孔子墓旁守孝編撰《論語》；

 曾子 32 歲出遊楚國為官，但抱負難以實現；

 曾子 39 歲受武城大夫所聘，從事教育事業；

 曾子 61 歲經典著作《大學》，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在晉國魏地教學十多年，返家鄉南武城繼續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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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據摮族南遷的故事

 曾子 39 歲授教於武城，從事教育事業，曾氏乃成為飽學《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四書五經，仕官分布最廣，譜碟記載

資料最完整的家族。

 西漢盛世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太學，增置五經

博士，從此成為古早正統儒學思想。

 王莽是西漢末年儒家學派的巨子，可是他掌權後見時機成熟，便

弒平帝，立孺子嬰為帝，攝政稱「假皇帝」。過三年受禪

即天子位，改國號為「新」，西漢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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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引家挈族二千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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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江西廬陵則成為曾氏旺族中

心，也是曾氏第二發脈地。。

 魯國武城曾氏傳到西漢末年，已經來到 450 多年的武城 15～16 派

合族總譜年代。從武城 1～16 派曾氏族譜資料，推估公元 10

年摮族二千餘人的規模，確實可考；

 又在漢代歷史地圖上，繪製魯國武城到江西廬陵，行經 1,800 公

里的線路圖；再從曾氏歷代仕官分佈記載資料，確定摮族

渡江南遷隊伍的編成等。



3.R：〈結語及文獻〉 3.63

參 考 文 獻

謨聖徐、裕光程主編，《中國歷史地圖》，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台

北，1980 年。

曾文墨主編，《曾氏會訊選要合訂本》，「合族總系」，曾氏宗親會，

台北，72 年 6 月。

曾蓮生等主編，《武城曾氏族譜平和重修》第一卷，「合族總系」，平

和曾氏淵源研究會，福建平和縣，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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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下載：

● 楚國、魯國、鄫國、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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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