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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宗聖族譜記載，武城 15 派曾據，生於西漢永光元年戊

寅（公元前 43 年），恥事新莽，始建國二年庚午（公元 10

年）十一月挈族渡江，家盧陵之吉陽鄉，卒於後漢 9 年癸

已（公元 33 年），葬江西吉水仁壽鄉。又依曾氏太宗世系譜史料，

武城 34 派曾舊，生於唐天賓元年壬午（742 年），登大歷丙辰（776

年）進士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元和二年（807）由吉陽徙雲蓋

鄉望仙里角坡大坑，卒於四年（809）。二位的族譜尺標可寫成：

西漢末 武城 15 派：前 10 曾據 公元(前 43～後 33)年

晚 唐 武城 34 派：770 曾舊 公元(742～807)年

依武城族譜記載試算，從公元前 10 年的 15 派曾據，到公元 770 年的

34 派曾舊，計傳 19 世代。但依族譜尺標的一個世代（Generation）平均

間隔約 30 年統計，間隔 780 年的族譜尺標應相傳約 26 個世代，以此推

算，其間有 6-7 世代的族譜史料失記。

譜表 3.21： ,

武城 15-21 派人丁興旺

據《武城宗聖族譜》記載，挈族南遷曾氏合族戶口推估如次：

 譜表 3.21： 武城 1 派曾子傳到 5 派曾得等計 20 戶，其中 6 戶

他遷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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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譜表 3.22： 武城 5 派曾得傳到 10 派曾浼等計 10 戶，其中約半

數仕官他遷；

 譜表 3.31： 武城 10 派曾浼傳到 15 派曾據等計 12 戶，其中僅 3

戶在族譜留有字號。

 依此統計，武城 15 派挈族南遷合族總戶數，推估如下：

(20 – 6) x (10 –5) x 3 = 210 戶

又據《武城宗聖族譜》記載，武 15 派：前 10 曾據房（戶）系，傳到武

21 派：180 裔孫計有 46 丁，人口興旺，記載詳實。依此試算，南遷盧陵

吉陽的武城 15 派曾氏合族 210 多戶，傳到公元 180 年的武城 21 派曾氏

合族約達 5, 000-8,000 丁的規模。

史載，東漢興平元年（194 年），孫策將揚州的豫章郡分為三：豫章

郡（原治南昌縣）、盧陵郡(治西昌縣，即今泰和縣)、臨川郡(治南城縣)，

當時的盧陵郡是曾氏族人主要聚居之地。

武城 22 派之後的族譜不可考

漢靈帝時（184 年），百姓生活困苦，終於引發「黃巾之亂」。至獻帝

時（190 年），東漢已名存實亡。天下很快演變成曹操、孫權、劉備的三

國鼎立之局，戰爭方式從傳統的步軍，演變成大規模的方船江河戰。

曾氏族人聚居的盧陵郡，正巧是孫吳造船場的大本營。贛江的峽江河

段（盧陵郡峽江縣），是周瑜操練水師的教練場。盧陵郡人口以曾氏後裔

占多數，史上的 208 年赤壁之戰、221 年夷陵之戰，族譜尺標為武城 22 派：

210±20。是故，武城 22 派之後的《武城宗聖族譜》，因戰爭傷亡殘重而不

可考。

持續百餘年的戰亂傷亡

公元 220 年逐漸形成曹魏、蜀漢、孫吳三國鼎立之局。魏、吳兩國都

擁有揚州的一部份，不久就引發曹魏司馬昭伐諸葛誕叛亂，公元 257 年，

諸葛誕叛軍 18 萬人，吳國後援 10 萬人，皆敗亡。接著，司馬昭籌備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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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漢，命人造船以備滅蜀後，快速攻吳。公元 263 年，司馬昭滅蜀之後，

不久病逝，其子司馬炎續承，進而廢魏帝自立，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

公元 279 年，西晉展開滅吳之戰，戰至吳國士兵深夜逃亡，無兵可守而

亡。

其後是西晉宗室，歷時十六年(291-305 年)的「八王之亂」。塞外部族

遷移內地者趁機參加中國內亂，歷時五十二年（265-317 年）的「永嘉之

禍」，導致西晉滅亡，衣冠南渡的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

琅琊王司馬睿在群臣擁戴下，於公元 317 年在建業（今南京）即位，

即晉元帝，史稱東晉。而北方多個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則連年征戰，

史稱五胡十六國時期。其間，因三吳地區大饑荒，引起五斗米道的民變，

先是三年（399-402 年）的孫恩之亂，接著是殘餘部眾持續六年（405-411

年）的盧循之亂，兩次路經曾氏族人聚居贛江流域的盧陵郡，死傷極為

慘重。

曾氏人口遞減與江西土著

依古代宗法制度，嫡長子主祭祀事宜。據《武城宗聖族譜》記載，挈

族渡江南遷的武 15 派：前 10 曾據為嫡系裔孫，傳到黃巾亂時的嫡孫是武

21 派：180 曾珣。再二代，到武 23 派：240 的嫡孫為曾梓，那時盧陵曾氏

族約達二萬人的規模。公元 279 年，西晉展開滅吳之戰，晉軍所到之處

大多不戰而勝，東吳應戰士兵於出發前深夜逃亡，吳國已到無兵可守，

至此吳亡。

逃亡避難山區倖存下來的，但卻因欠缺族譜記載，無法向上追溯源因

而「失記」，成為今日的「江西土著曾氏」。西晉滅吳之後，持續百餘年

的戰亂，避難逃亡，族譜失記一次復一次，直到公元 411 年東晉平定盧

循之亂，社會秩序才逐漸穩定。據《武城宗聖族譜》史料推算，族譜失

記至少 4 世代，如以失記一世代表示人口傷亡一半，推估江西盧陵曾氏

族人遞減速度如下：

 起初參考 武 21 派：180 盧陵曾氏推估 5000-8000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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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興旺 武 23 派：240 盧陵曾氏族人達 2 萬人規模

 晉滅吳之戰失記 1A：270 曾氏減半為 1 萬人

 五胡亂華 失記 2A：340 曾氏再減半為 5 千人

 五胡亂華 失記 3A：380 曾氏又減半為 2.5 千人

 盧循之亂 失記 4A：410 曾氏又再減半為 1.2 千人

29 派曾興首次修譜

中國自西晉五胡亂華以來，經過近三百年的南北長期分裂，到隋文帝

楊堅時，才歸於統一。隋統一後，國勢蒸蒸日上，戶口增加，重視儒學，

開啟修族譜之風。據《武城宗聖族譜》記載，29 派曾興首次修曾氏族譜，

依現今資料推算尺標為武 29 派：570，南北朝時的南陳人。

那時，他溯源到東晉的武 24 派：320 曾勰（依《晉書》七卷），卻遺漏

西晉譜失記一代，東晉五胡亂華譜失記三代。接著才是劉宋時的武 25 派：

450 曾端→ 蕭齊時的武 26 派：480 曾鉉→ 蕭梁時的武 27 派：510 曾海→ 及

武 28 派：540 曾璜。

唐譜失記二代

唐太宗執政後不久，下令申國公高士廉等修《氏族誌》，排定各姓氏

名人等級高下，加強“關隴集團”的君主皇權，打擊尚婚姻的山東門閥

集團。唐高宗時，武后主持修訂氏族志，改名《姓氏錄》，並將各地《氏

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姓氏族譜一度淪為政治工具。據《武城宗聖族

譜》記載，從唐高宗到武則天在位期間（650-704 年），《曾氏族譜》失記

了二代。

曾氏太宗世系

從公元 10 年挈族南遷盧陵的武 15 派：前 10 曾據，到晚唐的武 34 派：

770 曾珪、曾舊、曾略，稱為「曾氏太宗世系」，其中《武城宗聖族譜》

保守推算共計失記了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