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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三國（吳）→西晉→東晉

武城(20 →【失記一代】→ 24)派

公元(150 → 320)±20 年

家盧陵之吉陽→避難江西的山區

漢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夏，孫策死，孫權繼領其眾，在

江東穩固基礎。盧陵為贛江中游的航運碼頭，是東吳的造

船場，造船所需木材為豫章盛產。贛江的峽江河段，為孫

權大都督周瑜操練水師的教練場。這在三國以水師為主的混戰年代

期間，致使盧陵吉陽曾氏族人巨大傷亡。

赤壁之戰 武 22 派：210

公元 208 年，控制北方的曹操率大軍南下荊州，佔據荊州的劉琮投

降。曹操追擊從荊州逃亡的劉備，後劉備派遣諸葛亮出使江東，孫權派

遣大將周瑜率軍開赴前線，與劉備組成聯軍，在長江赤壁一帶，以火攻

大破曹軍，曹操北回，孫劉雙方各自奪去所要的荊州1，形成天下三分的

雛型，奠定三國鼎立的基礎。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

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

1 荊州成為三分割據的局面：南郡、零陵、武陵歸劉備；江夏、桂陽、

長沙歸孫權；南陽、襄陽、南鄉歸曹操。一般認為這階段三家各佔三郡的

局面是「荊襄九郡」一詞的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A4%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D%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6%93%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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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 武 22 派：210

參戰方：208 年

曹 操 孫權、劉備盟軍

兵 力

22-24 萬人（周瑜宣稱）

80 萬人（曹操宣稱）

孫權 3 萬人

劉備 2 萬人

傷亡與損失

約 14 萬人 不詳

夷陵之戰 武 22 派：210

公元 219 年，荊州牧劉備的守將關羽被東吳、曹魏聯軍擊敗，隨後的

公元 221 年夷陵之戰中劉備又敗於孫權勢力，其後蜀漢再無力奪回原有

荊州轄權，荊州成為由曹魏與孫吳兩家分領的局面。

夷陵之戰 武 22 派：210

參戰方：公元 221 年

蜀 漢 東 吳

兵 力

約 5 萬人（劉備本軍）

約 5 萬人（後勤支援）
約 5 萬人

傷亡與損失

本軍萬餘人，餘不詳 不明

夷陵之戰則是「方船、步軍」混合之戰，與曾氏族人關係有二：

 盧陵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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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曾氏族人傷亡尺標為：

武城 22 派：210±20 年間。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7%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9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9%A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7%E9%99%B5%E4%B9%8B%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C%80%E6%B1%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5%9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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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21 三國晉揚州三郡(豫章、盧陵、臨川)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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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之局

公元 220 年曹丕逼漢獻帝禪位，建曹魏；第二年(221 年)，劉備在成

都稱帝，建蜀漢；第三年(222 年)，孫權接受魏國所封的吳王爵位，建孫

吳，三國鼎立局面正式形成。魏、吳兩國都擁有揚州的一部分：魏國擁

有揚州的小部分，治所在壽春縣（今安徽壽縣）；吳國擁有揚州的大部分，

治所在其首都建業縣（今江蘇南京）。吳國的揚州是其大本營，相對穩定。

魏國的揚州處於魏、吳兩國邊界，戰亂頻繁，後期的毌丘儉、諸葛誕叛

亂也都發生在這裡。

諸葛誕叛亂 武 23 派：240

公元 255 年，揚州刺史鎮東將軍毌丘儉與刺史文欽在壽春叛亂，並派

使者聯絡諸葛誕，要他招引豫州士民。諸葛誕斬殺他的使者，並向全國

宣佈二人叛亂。司馬師討伐毌丘儉時，諸葛誕亦率兵前往壽春。及後文

欽兵敗，毌丘儉棄守逃亡，諸葛誕率兵進佔叛軍的據點壽春，穩定戰局。

公元 257 年，諸葛誕在壽春發動叛變，徵集淮南將士和一年糧食據守壽

春，又殺揚州刺史樂綝，派子弟到東吳請求援兵。曹魏皇帝曹髦親征至

項縣，司馬昭則率軍征伐諸葛誕，領兵圍困壽春。最後靠難料天候下雨，

及城中糧食枯竭兩項因素，擊敗孫吳營救諸葛誕的軍隊，而攻入壽春，

斬殺諸葛誕。在孫吳營救的 10 萬人中，徵召來自盧陵曾氏家譜尺標為：

武城 23 派：240±20 年間。

諸葛誕叛亂 武 23 派：240

參戰方：公元 257 年

曹魏政府 地方叛軍

兵 力

司馬昭 26 萬人
諸葛誕叛軍 18 萬人

吳國救援 10 萬人

結 果

勝 敗

http://zh.wikipedia.org/wiki/22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2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7%8C%AE%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7%8C%AE%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9%AD%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2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A4%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C%80%E6%B1%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22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6%9D%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9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B%E6%89%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BF%E6%98%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C%E4%B8%98%E4%B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B8%E8%91%9B%E8%AF%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C%E4%B8%98%E5%84%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6%AC%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1%A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82%E7%B6%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0%85%E7%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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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滅吳之戰 武 24 派：270

司馬昭在壽春打了勝仗，於是開始籌備伐蜀漢，命人造船以備滅蜀

後快速攻吳。公元 263 年，司馬昭兵分三路進攻漢中，進逼成都。蜀漢

後主劉禪出降，蜀漢亡，開啟三國時代的統一戰。其後，因缺乏滅吳所

需要的強大水軍，惟有暫時停止行動，轉而採取措施整頓內部，加強實

力。

公元 265 年，司馬昭病逝，其子司馬炎繼承掌握魏國實權，進而廢

魏帝自立，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司馬炎進一步遣使與吳講和，作緩

兵之計，以鬆懈東吳防備之心。司馬炎以王濬為益州刺史，密命製造大

船、訓練水軍，做到順流攻吳的形勢。王濬著手製作多艘巨船，長一百

二十步，能載二千人，就像河上的一座木城般，有樓櫓、四面大門，馬

也可在上奔馳，漸漸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水軍。

晉滅吳之戰 武 24 派：270

參戰方：公元 279 年

西晉

指揮官：賈充

東吳

領導者：孫皓

兵 力

約 20 萬人 約 5 萬人

傷亡與損失

不詳 滅亡

公元 279 年十二月，司馬炎以賈充為大都督，下令各軍開始攻勢，

並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戰計劃，將二十餘萬晉軍兵分為六路出擊，想迅

速切斷各地吳軍聯繫，方便各個擊破，很快進逼建業。吳主孫皓慌忙異

常，急令丞相率三萬吳兵渡江迎擊。結果晉軍大勝，吳國上下大為震驚。

其後，晉軍所到之處，大多不戰而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F%A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93%E6%AB%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E%E7%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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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皓企圖再湊二萬兵抵抗，這些士兵卻於出發前夜逃亡。至此，吳

國已無兵可守。三月，孫皓面縛出降，至此吳亡，王濬上表報捷。西晉

成功統一全國，結束自東漢未年群雄割據的分裂局面。在東吳的 5 萬兵

力中，被徵召來自盧陵曾家尺標為：武城 24 派：270±20 年間。

蜀吳被滅後的北遷

蜀、吳被滅後，兩國的宗室、大臣和上層人士，無論是北方移

民還是土著，都被遷往北方，一些北方移民或他們的後裔，又返回

了北方。據史料記載，隨劉禪遷往洛陽和中原地方的就有三萬家之

多。

吳國宗室北遷

吳主孫皓及其宗族一起內遷洛陽的，有大臣和官員、江南土著大姓，

還涉及一般官史、已故將士的家屬和北方移民的後裔。這些對象中，除

了在晉朝任職的大多遷入洛陽外，其餘的一般都安置在原吳國以北不遠

的地方。這類遷移出於強制，目的在於加強對潛在政敵的控制，和鞏固

本身的統治基礎，遷移對象有一定標準。還有一些吳人是在晉統一後，

應徵召或求官而去洛陽。這些人一般只是本人北上，家族仍在原籍，但

任職後家屬也有北遷的。

武城 21~26 派家譜

如譜表 4.20 所示，曾據後裔傳到 20 派曾德房系家譜戶口單薄：

漢末武 21 派：180±20 曾珣等 2 戶／2 丁

三國武 22 派：210±20 曾渙等 2 戶／3 丁

三國武 23 派：240±20 曾梓等 3 戶／3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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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系譜部份：

西晉失記一：280±20 一戶／1 丁

東晉武 24 派：320±20 曾勰等 1 戶／1 丁

東晉失記二：350±20 一戶／1 丁

(2) 旁系譜部份：

西晉武 24 派：280±20 曾璜等 3 戶／3 丁

東晉武 25 派：310±20 曾樟等 5 戶／5 丁

東晉武 26 派：340±20 曾敬等 10 丁

譜載史料，曾氏宗族在三國混戰年代出仕官職有：

 21 派曾珍 仕魏封平原侯

 22 派曾珍 官景陽侯

 23 派曾曜 官福州刺史，裔衍西蜀

 23 派曾浪 晉太子洗馬

 24 派*曾勰 官鎮南將軍司馬

從公元 208 年開啟的赤壁戰、公元 219 年夷陵戰、公元 257 年諸葛

誕亂，到公元 279 年的晉滅吳之戰，前後四場混戰都以水師為主，死傷

極為慘重。盧陵曾氏宗族從原先的萬餘人，遽減到幾乎接近滅絕的程度。

揚州盧陵郡武 21～24 派：曾氏族人在孫吳政權徵召下，參與慘烈戰

爭，死傷極為嚴重。如與東漢譜表 4.10 的規模相比，三國晉譜表 4.20 的

人口規模極為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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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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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表.4.20 三國晉時期的曾氏家譜 (續：曾德房)

武城(20 → 26)派，公元(150 → 340)±20 年，家江西盧陵吉陽

黨錮之獄 接譜表 41 ；會訊 36 頁，平和譜 242-244 頁

武 20 派：150 曾 德 黃氏

黃巾之亂

武 21 派：180 曾 珣 朱氏，貴紋 曾 珍 卜氏，貴武

三國時官中郎將軍 仕魏封平原候

赤壁戰夷陵戰

武 22 派：210 曾 渙 震 忽 曾 震

衍為韶州房系

三 國 (吳) 西 晉 東 晉

赤壁戰、夷陵戰

武 22 派：210

諸葛誕叛亂

武 23 派：240

滅吳戰、八王亂

失記一：280

永嘉亂南渡 五胡亂華

武 24 派：320 失記二：350 年

曾 渙

劉氏

官景陽侯

曾 震

冉氏

曾 梓

丁氏

伯崎

失記一 曾 勰 失記二

(287-364)，文氏 接譜表 4.30

官鎮南將軍司馬 直系譜

武 23 派：250 武 24 派：280 武 25 派：310 武 26 派：340 年

曾 曜

陳氏

官福州刺史

曾 郎

呂氏

晉官太子洗馬

曾 璜

鄧氏

後裔衍西蜀

曾 朐

顏氏

曾 躬

呂氏

曾 樟 曾敬、曾敏

曾 楊 曾 效

曾 椷 曾筌、曾筍、曾筐

鄧氏

曾 棣 曾 銊 旁系譜

李氏

曾 照 曾錦、曾釧

卞氏

計 2戶／2丁 3戶／3 丁 4戶／4丁 戶 6／6 丁 10 丁

漢

末

三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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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4.22 三國晉時期 20-24 派曾德房仕官圖

公元(150-320)年代

20 派曾行仕蜀為廣漢太守

20 派曾徵官鉅鹿太守

20 派曾湘官蜀縣尹

20 派曾臺官尚書

居官敢諫直言

20 派曾案官尚書僕射

20 派曾佐虔州知事有善政

20 派曾籍長沙令，性直敗官

20 派曾德家盧陵吉陽

21 派曾珍仕魏封平原侯

22 派曾珍官景陽侯

21 派震忽衍韶州房系

23 派曾曜官福州刺史

後裔衍西蜀

23 派曾浪晉太子洗馬

24 派*失記一

24 派*曾勰官鎮南將軍司馬


